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苑T3 2023年8月1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欧阳天 杨卫 美术编辑：熊剑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作为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的教
育事业，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既是国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
更饱含着人民群众的殷切期待，必须高度重视，积极推进。作
为高校，笔者认为，应该从七个方面入手，强化高校办学实力的

“筋骨”，促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强化顶层设计水平

顶层设计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前瞻性，对全局推
进具有规范、引领作用。高校要将顶层设计作为战略性任务来
抓，以科学的顶层设计，打造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蓝图，并通过实
践，使之变为“梦想照进现实”的实景图。要成立智囊团式的政
研部门，结合学校实际，会同各方磋商，制订推进学校各方面健
康发展的制度、规范、方案、规划等，确立富有特色的育人理念、
办学模式，将其贯彻在办学发展的各环节、全过程，实现学校运
转有遵循、发展有方向、奋斗有指南。

强化办学投入水平

办学投入是教育教学正常开展的“粮草”。充沛的办学投
入，不仅能够创造良好的办学条件，满足师生的工作、学习和生
活需要，还能够保障教职工的薪资福利，为学生提供完善的激
励配套措施，让师生以舒畅的心情、充足的干劲、生动的实践，
创造更多可喜的教育教学成果。高校要千方百计确保办学投
入的稳定性，与时俱进地升级办学软硬件条件，尽最大可能为
师生打造更好的平台、环境，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要与政府、
企业加强衔接，不断完善学校内部及周边配套，为学校稳健发
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强化教学师资水平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是人才培养最为重要途径。
高校要加强学科专业建设，为增强育人实力“打底”；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引进更多资深专家、教授，领衔日常教学；配套更多
支持举措助力青年教师成长成才；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职业素
养，使师资队伍呈现匹配大学气象的精神风貌和干事作风；加
强对教育教学规律、学生成长规律的研究，因材施教，实现知
识、智慧精准传播和教学相长良好效果；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按照产业和社会的需要开展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

强化学生工作水平

学生工作是高校思政工作、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大学生
面对着来自考试考级、评优评先、考研就业等多方面的压力，我
们需要加强对他们的引导、教育和关怀。高校要配齐建强学生
工作队伍，努力提高辅导员思政水平和管理、服务能力，确保辅
导员队伍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精神和作风，扎
实做好学生管理、服务工作。高校辅导员队伍成员相对年轻，
且每天工作时间长、压力大，应特别加强对这支队伍的关爱、支
持、包容与激励。

强化行政效能水平

行政工作具有“风向标”意义，起着承上启下、协调各方的
重要作用，但归根到底是一项服务性工作。高校要加强对行政
人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和业务培训。高校行政人员要自觉学习、
贯彻党和国家有关文件精神，认真研究学校发展战略，提升沟
通能力、决策能力、协调能力，紧紧围绕学校发展大局创新性开
展工作，以清晰的思路、教育的情怀、得力的举措，推动各项工
作高质量、高效能完成。

强化后勤保障水平

后勤服务是开展好各项工作的重要保障，具有“战略支援”
功能。高校后勤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锤炼服务本领，以“时时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扛起保障供给的“硬担当”。对于师生工
作、学习、生活中遇到的硬件维护、设备更新、安全保障等方面
的问题或需求，要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服务，及时响应、全力
解决、妥善处理，确保学校教育教学的顺利开展。高校要加强
后勤队伍建设和技能培训，完善后勤管理，健全应急响应机制，
切实提升保障效能和服务水平。

强化校风建设水平

良好的校风是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凝聚着师生奋进的追
求，彰显着学校的品位和格调。高校要倡导师生自觉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校训等学校育人理念的解读和贯彻引
导；创新地开展校园文化建设，以生动的载体、形式，丰富师生
的校园文化生活；持之以恒、行之有效地开展宣传工作，以强劲
的正能量和人性的温度，弘扬正气，传递信心，增强师生的归属
感、认同感，坚定师生为打造高质量大学不懈奋斗的信念和决
心。由此，以健康、奋进、积极、向上的校风，引领学校阔步发
展。 （作者系湘潭理工学院老师）

2023年 6月 9日 18点 15分，生物科
考试结束铃声响起，我疲惫地走出考场，
心中感慨万千。沿着长廊穿过湘潭县一
中校园，一幕幕如走马灯般在脑海里闪
过。想来，我也该用文字纪念这匆匆走
过的3年吧！

——题记

“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
不霁何虹？”这是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对
阿房宫的想象和描写。倘若你来到湘潭
县一中，却不用想象，因为“虹”就在校园
里。

踏入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校园
大道和主教学楼。大道宽阔，主教学楼
庄严，大道两旁有红花绿树点缀其间。
将头偏向左边，便可看见“虹”——那条
蜿蜒的风雨长廊。

风雨长廊北起学校办公楼西侧，蜿
蜒南折，止于学生公寓楼，与九华楼、图
书馆、教学楼、食堂、荷塘相接，与艺体馆
相应。简言之，风雨长廊贯穿整个校园，
也贯穿了一代代县一中学子的高中生
涯。

我曾在大雪纷飞的日子，因事登上
主教学楼南楼5楼。雪中，风雨长廊看不
太真切，只见一条白线。这让我没来由
地想起张岱《湖心亭看雪》中的“湖上影
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
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当年初中读到
此处时，以为这些话是张岱的天才想象
力使然。如今看来，却有些写实的意
味。抬头远眺，东边是身着淡青内衬外
搭白袍的金霞山，此时的风雨长廊颇似
金霞山的水袖。

抬手看看表，时间还早，我有了进一
步探寻的想法，于是下到4楼。大雪依然

纷飞，人声依然鼎沸。从 5楼望去，长廊
景致简约、素净，胜在淡雅，却失了以往
的庄肃；从4楼望去，长廊多了些细节，逐
渐硬朗起来，庄肃又占据了大半感官，偶
尔经过的学子为其增添了活力。此时它
便不再似水袖，更像雪龙，携着龙吟呼啸
而来。我存着赏景念头到了3楼，这里看
到的细节更为丰富。而到2楼，就不必再
存赏景的念头了。

我在九华楼时，曾见过风雨长廊灰
瓦上的青苔。想来是长廊也想打扮，便
允了青苔这小小生灵替它梳妆。原来，
除了庄肃的一面，这长廊还有娇俏的一
面。当然，我私下以为，风雨长廊当得
起“内外兼顾”的评价。何也？据我观
察，县一中学生大都不爱带伞，这纯粹
是被风雨长廊惯的。春季细雨绵绵，学
生们便于风雨长廊中穿梭避雨；夏季烈
日炎炎，学生们便于风雨长廊中徜徉躲
阴；冬季雨雪霏霏，学生们便于风雨长
廊中避寒。至于秋季，在金风送爽的好
时节，学生们便邀上三五好友，排排坐
于长椅之上，静默着享受大自然和校园
的馈赠。

当然，也并非只有秋季能坐在长椅
上。我也曾在春天烟雨朦胧的日子独坐
长椅之上，发觉即便是这如烟轻雨，滴在
廊檐上，也是有声的。那么是否这世间
一切事物，无论多渺小，都会留下自己的
痕迹呢？古人说“雁过留痕”，想来大抵
如此吧？寻了荷塘边的长椅坐下，脑海
中响起歌曲《旧雨》——“折笔倾墨/月下
酌/巷陌雨；雾霭间盏灯影/至死方熄；知
遇百载/一轮转/一朝散。”回头看看不远
处的扶风细柳，顿觉世间温柔可爱。

或许你会觉得这长廊只有我一个人
的偏爱，却不知它其实是县一中人共同

的心头好。高三的一个下午，我听到一
阵歌声，本以为是主教学楼的班级将音
量开得过大，却发现吉他的伴奏声有些
时断时续，便推翻了原来的想法。疑惑
中，我经过长廊，看见一名男生正抱着吉
他忘情地演唱，短短时间便引来了诸多
学子。不远处，一名老师正举着手机录
像。我又看了一眼男生，他闭眼唱着，浑
然未觉。男生四周的学子听着熟悉的
歌，脸上泛起着笑容，跟着歌声打起拍
子。演唱仍在继续，我因事只得先行离
开，却发现老师也默默离开了。我又抬
头看了一眼高高的廊顶，暗想，这情景长
廊应该见过这许多吧，许多事情见得多
了就习以为常了。

风雨长廊旁有许许多多郁郁葱葱的
树木，我以前从未注意过它们，直到有一
晚回寝室时，遇到年级部主任。他对我
说：“这里的每一棵树，我都可以给你讲
出来历。”我疑惑道：“这不就是学校种的
吗？”他笑笑道：“实际上，校园里绝大部
分树都来自校友的捐赠。”很遗憾，那时
距高考不过 20来天，我并没有听故事的
闲心，于是开了个玩笑把话题岔开，也就
与那些树的来历失之交臂了。

我又想：风雨长廊、石椅、绿树、青
草、荷花……对了，还有老师、同学，我们
不都是习以为常？因为习以为常，所以
忽略。但真的可以忽略吗？我想未必。
我们在校园里时，并不觉得长廊如何重
要。可倘若出了校园，不过三五天，便又
念起长廊的好来了。长廊如此，其余亦
如此吧！我们常感觉老师一直都在，于
是渐渐不再关注。老师们却心甘情愿地
忍受着“习以为常”，他们以长廊之姿，默
默守护着一个个、一批批学生。

（作者系湘潭县一中2023年毕业生）

小时候母亲便对我说：“你得多
读书。”年幼的我懵懵懂懂地翻开了
书，踏上这瑰丽又神秘的旅程。

书，启迪了我的思想。小时候，
我总爱听母亲讲的故事，有一天，母
亲无意之间的一句话，推开了我迈向
书海的门：“故事都来源于书，你要学
会自己去读。”于是我便推开了这扇
大门。年纪小，只能从故事书读起，
不知不觉我便学会了思考与想象。
我从书中吸收对我有用的道理，父母
也夸赞我懂事了。书对我的作用，好
像就是黑暗中的烛光，温暖而明亮。
我一路嗅着花香，踏过书海，成为今
天的我。

夏夜凉风习习，我抬头仰望夜
空，思绪像老照片一样翻过。当年，
年纪不大的我在母亲的极力推荐下，
读起了《茶花女》，一读就入迷了。随
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迫不及待想要
一探究竟，为此还闹出不少笑话。有
一次，我左手是《茶花女》，右手提了
一袋新鲜的蔬菜，由于沉浸在书中，
便把蔬菜全都当垃圾丢进了垃圾
桶。母亲看见我时，一脸惊讶地问：

“菜呢？”我起先还一脸疑惑，转而才
发现自己犯了错，连忙跑向垃圾桶。

书除了带给我沉浸式的快乐与
“黑历史”，还给了我许多启示，引发
我的思考。《茶花女》是我看的第一
本悲剧小说，当看到最后人走茶
凉的结局时，我的心也凉透了。
这本书告诉了我“人有悲欢离
合，月有阴晴圆缺”，也告诉
了我“人既然有目标，便要
去努力追求”。我开始对
不完美进行思考，也开
始改变对生活中“不
完美”的看法，这也

使我的生活有了变化。感谢当年的
我翻开了书，我也相信，书将永远都
是我身边不可或缺的旅伴。

书给予了我理解世界的能力，也
是我生命中那一颗最亮的星辰。

指导老师点评：通过小时候的阅
读与学习，小作者慢慢打开了理解世
界的大门。她从懵懂的探索未知，到
渐渐明事理。从对《茶花女》的痴迷
中，她获得了感悟，对生活中的“不
完美”有了新的认识。文章的结
构明晰，层次合理，语言优美，使
人沉醉。结尾总结全文、升华
主旨、照应开头。

（作者系湘潭大学附
属实验学校 2112 班学
生 指导老师：杨丹
萍）

奋斗不止
勇攀高峰
——参观湘钢有感

徐一涵

近日，我有幸参加了湘潭市老
科协2023年全国科技工作日科普活
动，走进湘钢进行参观学习。

我们首先来到了艾爱国的焊接
实验室。通过展厅中的图片、文字、
实物展示，我了解了艾爱国爷爷从
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焊接行业领军
人物的艰辛，更被他身上那种执着
专注、精益求精、敬业守信的大国工
匠精神所震撼。他用 50多年的时
间，秉持着“做事情就要做到极致、
做工人就要做到最好”的信念，攻克
焊接技术难关 400多个，改进工艺
100多项，实现了自己立下的攀登技
术高峰的诺言，为港珠澳大桥、南海
荔湾综合处理平台、北京大兴国际
机场等超级工程的建设做出贡献。

我们还参观了轧钢生产线。洁
净的地面，实时的电脑监控，零星的
工作人员，尽显企业现代化、安全
化、智能化。在奋斗者主题园，主题
文化墙展现了湘钢的企业文化；湘
钢工人形象雕塑彰显了勤奋、敬业、
精益、专注的工人风采；“奋斗号”火
车头寓意着永远开拓进取，勇往直
前。

这次活动让我感受颇深。作为
青少年，我们需要有着钻研精神，不
断学习，在实践中创新，以艾爱国为
榜样，不断在学习中勇攀高峰。我
们要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
习，不断激发自己的创造力，把大国
工匠精神永远传承下去。

（作者系湘机中学C2201班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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