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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教育部发布了关于第十五届“高校辅导员年

度人物”推选展示活动候选人的公示。遴选出“高校辅导

员年度人物提名”候选人30名，电子科技大学辅导员江

倩入选。本期，让我们走近江倩，了解她在辅导员的日常

工作中，如何结合学科特色、传承学校红色基因，用长久

的陪伴和闪亮的信仰指引学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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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离学生最近的人”的高校

思政工作者，2016年，江倩有了一个

新身份——辅导员理论宣讲团成

员。为了让枯燥的理论宣讲贴近生

活，引发学生共鸣，江倩从学校作为

新中国第一所无线电大学“为党分

忧 为国担责”的政治底色入手，传承

学校红色基因，汲取“听党指挥，科

技报国”的学科文化和精神，组织宣

讲内容。

在她的宣讲中，第一代电子科大

人背井离乡来川建设校园的故事被

学生们熟知；以李乐民院士为代表的

老一辈成电人为新中国电子信息事

业发展而攻坚克难的经历被学生们

点赞……江倩的理论宣讲广受学生

欢迎，她先后加入校市省级宣讲团，

为10余所高校数千名师生宣讲，并

连续5年任“蓉耀青年”成都大学生

新思想宣讲团指导教师，指导12名

学生面向20余所高校开展宣讲。

2018 年，江倩牵头组建了全校

首个大学生理论宣讲团——“信仰

之光”宣讲团，让学生在讲中悟、悟

中学。在她的指导下，学生围绕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以及校史、院史、学科发

展史，充分挖掘学校、学院在办学建

设过程中的红色故事和典型事迹，

开展行走微党课、打造移动宣讲角、

开启动态云直播，努力讲好中国故

事、成电故事。

6年来，“信仰之光”宣讲团培养

了81名学生宣讲员，面向校内班级、

党支部、党校以及校外军、地、校、

政、企党组织开展宣讲 100 余场。

2021-2023年，江倩连续3年组建宣

讲团暑期专项实践队，赴四川、陕

西、贵州、上海、湖南等20余省市的

100 余个实践点开展“传递信仰之

光、点亮奋斗青春”实践研学，构建

了“校内校外广泛讲，线上线下同步

讲，共建支部联合讲”宣讲机制，形

成了“学、讲、行、研”宣讲教育链。

2022 年，宣讲团学生赵苇航登

上了成都大运会青春宣讲团杭州专

场的讲台，在全国性宣讲舞台展示

成电学生风采。已经毕业在北大读

博的学生张浩天申请加入了北京大

学的博士生理论宣讲团。他说：“在

电子科技大学‘信仰之光’宣讲团的

经历拓宽了我的人生视野，为我指

明了前进方向，我想继续传递这份

光和热。”

我的童年是在祖父家度过的，每

天看到祖父、祖母辛勤地劳作。他们常

常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就下地干活了。

家里有几处菜园，我时常见到祖父在

烈日下弯腰耕作，被锄头翻起的泥土，

花瓣般向两旁展开。几场春雨后，小菜

苗冒出了头，祖母忙着除草施肥。菜园

里种满各种蔬菜，如辣椒、黄瓜、豆角

等。祖母会摘下鲜嫩蔬菜去市场卖，补

贴家用。

夏日的天，蓝得如水洗。我和表妹

在祖父的菜园里嬉戏，追逐蝴蝶和蜻

蜓。菜园里结出了红彤彤的西红柿，海

棠散发着清香，玉米结出长长的叶子，

在微风中招展。

在靠近祖父家不远处，是一望无

际的稻田。水稻蓄满了水，我喜欢在田

埂上漫步，观察水田里游动的青蛙、蝌

蚪、鱼虾。

回忆上世纪80年代，我喜欢大自

然，关注环保，也是因为当时就读的学

校十分注重自然教育和劳动教育。

说起劳动课，我总会想起一年一

度的植树节。每年的植树节，政府提前

为各学校引进千株树苗，我们会在植

树节前后，停课一天，从家里带着铁

锹、水桶等工具，一起去种树。全校师

生几百人，一路浩浩荡荡地奔向大山，

一个小时后，大家到了目的地，班级组

织三两人一小组，男同学有力气，负责

挖土，女同学把树苗放进去，填土、浇

水，一气呵成。

其实，最开始种树的时候，我们的

心情是激动兴奋的，可过了30分钟，

便体力不支，想着早点休息，可每组分

配的树苗那么多，不抓紧不行，喝点

水、吃点干粮，加油干，继续挖土种树。

到了夕阳西下时，晚风吹来一阵阵树

木的清香，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一大片

的小树苗颇为壮观，种满了整片山坡。

30多年后，有次我们同学聚会，

有人提议去山上看看那些树苗，可哪

里还有树苗的影子，到处是参天大树。

有时，前往珲乌高速路上，我会远

眺那片山，想到，这是最长的一节劳动

课，也是跨越世纪的“植树造林”。

我上学时，每学期的春夏之交，学

校经常组织种花、种树的活动，让学生

参与校园环境美化，体验劳动的乐趣，

校园里的一草一木皆是学生的劳动成

果，在午间休息时，我们跑到大树下乘

凉，而到了五六月份，满园的丁香和各

种花朵盛开时，那美丽的花朵、绚丽的

色彩和青松玉树的剪影，构成了一幅

美丽的校园画卷。

劳动带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劳动

的意义和价值，还有长久的快乐，足以

受益一生。

后来，我在劳动课上还学会了织

毛衣、编中国结，我用了两周时间，给

母亲织了一条围巾，给了她一个贴心

的暖冬。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资，我交给了

母亲，那是我劳动后的收入，我感受到

了自食其力带来的快乐。虽然事业曾

波折不断，但我一直热爱读书、自我提

升。现在，我从事心理学研究工作，办

公室堆满了自费购买的书籍，周末去

图书馆借阅经典书籍，全心投入到热

爱的工作中，常忙至深夜。人生就是一

节长长的劳动课，劳动的过程是充实

的、收获是甜蜜的，我必将终身学习，

也将热爱劳动的习惯保持到底。

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江南

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毕业班的

学子们为了留住这美好时光，定格美

好的青春记忆，将这美丽的校园春景

当作心底永恒的风景来珍藏，选择在

这春和景明的日子里拍照留念。

尽管我不是毕业班的科任老师，

但是之前的某个或者几个学期给他

们上过课，并且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

谊。故而当他们得知第二天要拍毕业

集体合照时，当天晚上就有好几个班

的班干部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他们

诚挚地说道，这是代表班级全体学生

邀请我跟他们一起拍毕业集体照，怕

我错过，末了还将他们班将要拍照的

时间告诉我（学校有近百个毕业班，

为了方便摄影师拍照和各班级日后

取照片，学校将毕业班编为不同的序

号，每个序号对应某个时间点拍照）。

接到邀请，我很是荣幸，也很是

激动。想着数年前，我刚入职，他们也

是刚入学的新生。我来到一个完全陌

生的环境里，每天的生活内容就是上

班、下班、吃饭、睡觉，身边可以交流

的也就是他们了；而他们涉世未深，

满脸稚气，对于我大学和读研期间的

学习和生活经历满是好奇，可以说那

段时间也唯有跟他们相处时，方能排

遣我独居异乡的苦闷。没想到转眼

间，他们就要毕业了，过往的一切仿

佛就在昨日，这似水流年啊！

第二天，我特意穿上了大学校

服。当我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

们很是诧异，用疑惑的目光打量着

我。我笑着解释道：“当老师将大学校

服穿在身上的那一刻，它提醒我曾经

也是一名学生。所以，老师今天也是

以学生的身份跟同学拍毕业照。请同

学们珍惜最后的在校时光，等你们毕

业后走出这校门了，请记得常回来看

看——这里也是你们的家，有你们美

好的青春记忆，也有朝夕相伴的老师

们……”说到最后，我语音有些哽咽

了，学生的眼圈也变红了，有的还在

偷偷地抹眼泪。

刚跟这个班学生拍完毕业集体

照，后面排队的班级又热情地将我挽

留下来了。集体拍照过后，是自由拍

照时间。这时又有不少学生拉住我，

争吵着要跟我合影。看着他们众星捧

月般地围住了我，我热泪盈眶，深情

地说道：“同学们不要急，请大家依次

排好队，都有机会的。”

于是，不时有男生或者女生走过

来，选取最佳取景处，我配合他们摆

好Pose，前面的学生端着手机，嘴里

兴奋地喊道：“一、二、三——刘老师

帅不帅——茄子！”还没等我反应过

来，照片已经拍好了。

差不多一上午，我都是在跟学生

合影。我翻看手机里那一张张照片，

湛湛蓝天下，我和学生或是伫立假山

湖水前面，或是依傍红花绿树旁边，

或是蹲坐石阶和长椅上面，和煦的春

风荡漾在所有人的脸上，扬起了美美

的笑意，明媚的阳光映照在身上，闪

烁着靓丽的青春气息。

那一刻，我仿佛也化身成了青春

少年，立在这灿烂的阳光里、和煦的

春风里、跟他们一起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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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倩，中共党员，电子科技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辅导员，荣获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四川省高校

辅导员年度人物、四川省优秀党务工作者等国家、省奖

26 项。

从事高校辅导员工作 10余年，江倩常常问自己：“我

为什么要做辅导员?”“我要做怎样的辅导员?”“我如何能

做得更好?”并不断用实际行动回答这些问题，也回应着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时代之问，

将“听党指挥，科技报国”的学科文化和精神融入到辅导

员工作中，汇聚起一道道信仰之光，指引学生成长。

“其实，很难有岗位能够像我们

辅导员一样，在刚入职时就能管理

着几百号人，而且是陪伴和引导他

们度过青春成长路上最重要的 4

年。”2013 年，江倩刚踏上辅导员岗

位，一位前辈这样对她说。这引发了

江倩对于“我为什么要做辅导员”

“我要做怎样的辅导员”“我如何能

做得更好”的思考。

“为什么要做辅导员？”谈到研

究生毕业时的选择，江倩表示，是她

的辅导员引领她走上这个岗位。“我

的辅导员每天早上都会在学生群里

发一句充满正能量的‘心灵鸡汤’，

我们常常从中得到启发，甚至影响

至今。”江倩说，“正是这份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的坚持，让我感受到文

字是充满温度和力量的。”于是，

2013 年 9 月，她开通了博客“5 月的

向日葵”，希望用文字记录学生在校

学习生活的点点滴滴，也分享关于

成长、理想、友情等各方面的经验与

智慧。

这一年也是高校网络文化建设

专项试点工作启动的第一年，电子

科技大学作为试点高校之一，迅速

在校内部署网络文化建设相关工

作。江倩“5月的向日葵”顺势成为学

校将“电子信息+学生工作”模式运

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示范性

网络阵地。2015 年，江倩生日那天，

学生特意送了她一束灿烂的向日

葵，学生们说：“‘5月的向日葵’已经

成为引领我们大学4年成长很重要

的部分。”

10余年来，从“5月的向日葵”博

客到“5月的向日葵”专栏再到“5月

的向日葵”公众号，江倩笔耕不辍，

发布200余篇文章，共计50余万字。

如今，江倩已经不是一个人在写作。

2023 年，她邀请已经毕业工作的学

生一起在“5 月的向日葵”公众号进

行“SICEer 毕业发展轨迹”专栏创

作，向学弟学妹们讲述毕业后的工

作经历和人生际遇，目前，已经发表

20余篇文章。

“学长学姐的人生经历太丰富

了。”“人生百态，各有各的精彩。”

“世界是多元的，选择是多样的，毕

业后的生活令人期待。”……在校生

们纷纷在这个专栏下留言。大四学

生曹清越说：“即将毕业，能以学长

学姐们在职场中的各种经历为借

鉴，真让人受益匪浅。”

如何让学科文化蕴含的红色元

素充分释放，让理论宣讲更具生动

性和生命力？随着理论宣讲的深入，

江倩又有了新的思考。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依托宣讲团已

有的优势和基础，她又牵头组建了

全校首个大学生红色文化原创剧

社——“星光”剧社，并指导剧社构

建“红歌教唱、诗歌创作、影片赏

析、剧目配音、话剧演出”于一体的

红色文化传播体系，将党史与校史、

院史、学科发展史、专业发展史相结

合，打造了一批突出学校特色、学科

特点的红色文化原创作品。

2021 年，“星光”剧社以李乐民

院士人生中3个关键事件为主线，创

作了话剧《爱国情 奋斗者》，一亮相

就获得了电子科技大学第一届校园

文化艺术节一等奖。随后，剧社又创

作了《走好科技报国长征路》诗歌朗

诵，赞颂学校一代又一代科研工作

者将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建设的坚定

信仰，在每年新生教育课、党校培训

班中表演，激励新一代成电学子听

党指挥、科技报国的壮志决心。剧社

根据赵一曼、黄继光等革命烈士追

寻信仰创作的集体朗诵《以信仰之

光 点亮奋斗青春》也在四川省艺术

展演中获二等奖。

随着网络的不断发展，近年来，

依托“5 月的向日葵”辅导员工作

室，江倩还在探索文字以外的思政

传播形式，带动学生和同事一起写、

一起拍，打造“5 月的向日葵”“五

微”专栏——微拍、微课、微记、微

剧、微享，推送学生党员初心日志

《学习语录》100 余期，录制微视频

《党员说党史》50 余期，出版专著

《高校辅导员畅谈青春与成长》和

《大 学 生 党 员 学 理 论 、践 初 心 日

志》。2020 年，江倩带领工作室成员

积极发挥校地共建支部优势，师生

共同完成微视频《“疫”中人的十二

时辰》，在央视频、今日头条、B站等

广泛传播，累计浏览量50万次。

“指导学生创作一个又一个作

品的过程中，除了获得荣誉奖项、视

频浏览量破万带来的喜悦，我更希

望这些鲜活的作品能够赋予学科文

化生命力，让同学们从中深刻体悟

电子科技大学‘听党指挥，科技报国’

的使命担当。”江倩说。如今，她将继

续以辅导员工作室作为育人重要阵

地，带动更多的同事和学生，在“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征程中，

努力实现“学科文化精神+爱国主义

教育”深度浸润的育人目标。

“5月的向日葵” 用有温度和力量的文字启迪学生

“信仰之光”宣讲团 构建“学、讲、行、研”教育链

“星光”剧社 多模式、多渠道传播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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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