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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学院党委书记卢新波讲故事——

让红船精神奔流在“四史”中

“红船精神犹如南湖之水，碧波荡漾，奔流不息，不舍昼夜。”讲起“学四史”，嘉兴学院党委书

记卢新波必讲红船精神，“嘉兴是中国革命红船起航地，是浙江‘三个地’的典型代表，拥有丰富

的‘四史’资源。作为红船旁的大学，我们要将奔流不息的红船精神贯穿在‘四史’学习教育中。”

面对台下的嘉兴学院学子，卢新波从身边的南湖讲起，从革命的起航红船讲起，细述那些

与红船有关的“四史”故事。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邹伟敏爷爷的故事。他对

学习非常执着，克服种种困难也要完成自己求学的

心愿，直到现在也没有放弃考研的梦想。我今年大

三，未来也想考研，继续提升自我，争取做到终身学

习。在我看来，学习有两个“方向”：一个是面向未

来学，学习前沿的科学知识，让自己与时俱进；还有

一个就是卢书记说的以史为鉴学，从历史的经验和

教训中获取知识。

——机电工程学院 机械183 宋嘉诚

我想起刚入学时，我们的入学第一课就是观看

话剧《初心》。一开始并没有太大的期待，看完以后

还是很受触动。演员们的代入感很强，拉近了我们

与那个伟大年代之间的距离，也改变了我们对思想

政治教育的刻板印象。我想，学习“四史”也是一样

的，首先要消除抵触情绪，真正走近历史，去倾听去

了解，才能从中汲取到力量。

——外国语学院 英语202 翁家家

从宁波到梅城，再到嘉兴，嘉院的校址几经变

迁，校名多次更换，但与国同运、孜孜向学的精神，

却是一代代传承了下来。在 2020 年这个特殊的年

份里，我们所亲身经历的，所耳闻目睹的，都让我们

为自己生在这个国家感到骄傲。

——文法学院 汉语言182周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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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新波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来自师生在百

年跌宕历史中的坚守。

1937年嘉兴失守后，嘉兴学院的前身嘉兴

中学校长张印通率领 120 余人，带领全体嘉兴

中学师生，走上流亡办学的道路，历经艰险，几

经迁徙，在丽水办起了一个简师班。

1939 年 3 月周恩来在浙西考察，出席浙西

中学的开学典礼时盛赞：“在此冠敌蹂躏遍地，

炮火连天中，浙西中学乃有如此规模，为国家民

族培育英才，诚教育界前途之好现象。”

“一所大学能够留给学生什么，除了知识

和素养，更为紧要的是精神，百年跌宕里走来，

嘉院炽热的爱国情怀，已融入每一位学子的血

脉。”卢新波说，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史”，是党中央在“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将历史经验、现实发展与

未来战略相结合，而提出的重要政治任务。

从宁波到梅城，再到嘉兴，嘉兴学院校址几

经变迁，校名多次更换，但这种与国同运、孜孜

向学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了下来，这是“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的慨然初心，也是作为嘉院学子

必须要传承的“精气神”。

百年变局中 回望百年“鸡鸣风雨”

“在鸡鸣风雨中初心不改、使命不怠。”

“一个人有梦想并不难，难的是五十年如一

日坚持追梦，毕其一生永不满足从不放弃。”

“最美的青春，不是我拥有了什么，而是我为

别人奉献了什么。这才是最澎湃的后浪，不是我

追赶着潮流，而是我引领了时代的潮流。”

“学习‘四史’是一场精神上的长征，更是一

场自我的洗礼。”

卢新波讲的第二个故事，主角是一位七旬学生。

2012年，海宁市硖石街道六旬老人邹伟敏

考上嘉兴学院的新闻，震撼了社会。

1941 年出生的邹伟敏，早在 1960 年考取

了杭州师范学院物理系，后因经济困难而十分

遗憾地辍学。

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但他以 35 岁的年

龄超过了当时30周岁以下的报名资格。

2001年国家取消了高考年龄限制，但他当

时已经六十多岁，没有固定的收入，每月主要靠

国家200多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维持生计。他

报不起补习班，只能自学。

7 年后的 2008 年，他考上了一所专科大

学！又经过 4 年努力，70 多岁的“爷爷大学生”

邹伟敏于2012年考入嘉兴学院环境工程专业。

直到现在，他继续奋斗在考研的路上，心中

永不熄灭的对知识的渴望，感动了无数人。

“不要在网络和游戏的世界里醉生梦死，不

要在伤春悲秋的个人情绪里浮萍飘荡，不要等

到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卢新波说。

五十年永不言弃“爷爷大学生”邹伟敏的故事

“我们有位同学李彦斌，在西藏昌都市普

卡村实践着红船精神。”卢新波说。

李彦斌是浙江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

划队伍里的一员，从第一次入藏乘车时发誓

“再也不去坐了”，到后来体验“夺命刺激”，服

务期满后干脆扎根藏区 6 年，担任了普卡村驻

村第一书记。

他带领村民种起了果园，还盘算起了水果

加工厂和电商销售。他说他是来自红船精神

诞生地的大学生，在西藏发展电商，也是践行

红船精神。

曾获得全国脱贫攻坚奉献奖的校友黄振

荣，大学毕业后前往青海成为支援“西部大开

发”的一员，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研发一项富硒

农产品技术失败了720次！

“从温润的江南，到高寒的西部，从繁华的

都市，到贫瘠的山村，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代代

传承，接力奋斗，我们把实践和奋斗书写在大

地上，我们把温暖和希望送到民心上，我们也

把奉献和担当奉献给伟大的时代、热爱的祖

国。这才是时代的‘后浪’！”卢新波用一个当

下热词“后浪”，道出了能量输出的澎湃力量。

南湖的水 澎湃在青藏高原

这两年，嘉兴学院享誉全国的红色原创话

剧《初心》火遍全国。但更多人不知道的是，参

与这出戏剧的演职人员，“全都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卢新波为此自豪，“通过文艺演出的形式思

考国家命运和个人前途的关系，所有成员都完

成了一次思想上的蜕变。”

2017 年毕业生王金超主动请缨担当《初

心》导 演 ，放 弃 了 考 研 与 考 公 务 员 的 机 会 ；

扮演毛泽东的安飞扬演出第一天，就打电话给

家人说：“我们演一部《初心》都这么难，何况他

们在那种社会环境下建立一个党，我也要入

党！”

《初心》团队的贫困生藏族同学次仁卓嘎，

则把《初心》视频带到家乡播放，并两次递交入

党申请书，表达自己对党坚定的信念。

“越了解历史越心生敬仰，越触动灵魂越坚

定信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初心的魅力所在，

穿透历史，与时代共振，与青年共鸣，涤荡灵魂，

历久而弥坚。”卢新波用庄子“指穷于为薪，火传

也，不知其尽也”，来形容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

百年历史。

他相信，同学们一定能够在深入学习与不

断领悟中找准自身的历史方位，凝聚起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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