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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兴教，为师生搭建发展的
平台

“传承、创新、特色、和谐”，这8个大

字，贯穿着阿坝师专校园文化建设的所

有内涵。十一五以来，学校以此为理

念，积极培育独具内涵的大学精神，构

建了独具特色的校园文化。如今，走进

坐落在美丽水磨的新校园，浓郁的民族

气息扑面而来，独具一格的校门设计，

别具匠心的细小点缀，无不向人们述说

着学校深厚的人文气息。如果说校园

环境的打造是阿坝师专文化气息的表

象流露，那么“岷江魂”艺术节则是阿坝

师专校园文化建设的灵魂载体。

“以培养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

为目的，为师生提供展示的舞台。”马洪

江说，岷江魂艺术节的打造，最根本的

目的是希望通过文化气息的营造，为师

生搭建起发展的平台，同时，借助文化

力量，助推学校的教育教学，达到以文

兴教的目的。

2006年，首届“岷江魂”校园文化艺

术节在阿坝师专举行，丰富多彩的形

式，师生的广泛参与，让学校看到艺术

节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上发挥的重要

作用。2008 年 4 月，该校决定举办第二

届“岷江魂”校园文化艺术节，正当艺术

节如火如荼进行时，5月12日，一场突如

其来的大地震打断了所有的计划。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位于威州

镇岷江之滨的阿坝师专校园毁于一

旦。面对灾难，阿师人没有退却。震后

10余天，全校5000师生千里大转移，9月

1日进驻成都郫县古城镇异地复课。“无

论在哪里，学校的文化不能丢。”坚守着

这样的理念，2009年3月，在异地复课的

阿坝师专决定重新举办第二届“岷江

魂”校园文化艺术节，而这次的主题则

是：培育感恩之心，弘扬阿师精神，共建

美好家园。这体现了阿师人不屈的信

念，也寄托了他们最美好的愿望。2012
年，在新建的水磨校区，阿坝师专又举

行了以“传承、创新、传播民族文化，构

建多民族大团结和谐校园”为主题的第

三届“岷江魂”艺术节。

每一次的艺术节，都是阿坝师专的

一次文化盛宴。在艺术节中，除了传统

的歌舞比赛，体育赛事外，加入了很多

能够联系师生教学和学生中的活动，比

如举行四川省中小学“传统文化教育”

校长论坛，邀请中小学校长进校，和学

校师生面对面交流，让师生了解校长眼

中合格的教育者应具备的素养；为促进

师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举行师生职业技

能大赛，师生同台竞争，让学生在比赛

中得到学习，让教师在比赛中更加了解

学生；在模拟招聘会上，学生能够通过

模拟招聘面试，为进入职场提前热身准

备；在青年教师授课大赛中，老师们各

个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一战高下

……在每一位阿师人眼里，每一届的

“岷江魂”校园文化艺术节，是一次展示

的机会，一次学习的机会，也更是一次

教学的历练。

以文促旅，发挥教育服务地方
作用

弥漫的烟雾中，尔玛人的身影时隐

时现。一群能歌善舞的羌家儿女自云

雾缭绕的深山峡谷中姗姗走来，在老释

比的带领下，手臂相连，跳起了古老的

羌族舞步，开始了向天地万物虔诚的祈

福祷告。舞台上，《云朵·萨朗姐》的演

员们表情到位，动作专业，舞美灯光配

合默契，仿佛为观众缓缓展开一幅羌族

文化巨作，让人不禁赞叹。

从2012年6月28日首演至今，这台

由阿坝师专师生原创，根据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瓦尔俄足》改编的羌族原生

态诗画乐舞《云朵·萨朗姐》，吸引了来

水磨古镇旅游的成千上万的观光客。

是来水磨旅游最值得一看的节目，也更

是阿坝师专一张靓丽的文化名片。

说到《云朵·萨朗姐》，就不得不说

一说阿坝师专的九寨神韵艺术团。阿

坝师专九寨神韵艺术团组建于2006年5
月，该艺术团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中国著名作曲家罗念一教授；四川

歌舞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编剧郑源；

阿坝师专毕业生、中国著名歌手容中尔

甲等专家担任顾问。阿坝师专校长马

洪江担任名誉团长，副校长陈兴龙教授

担任团长，设立了合唱团、声乐队、舞蹈

队、器乐队、创作室、服装道具化妆工作

室、对外工作联络室等工作机构。工作

机构及演职人员主要是由阿坝师专音

乐舞蹈系、体育系师生及省州部分艺术

家组成，全团约150余人。

“教师创作的平台、学生锻炼的舞

台、学校展示的窗口”这是艺术团成立

时提出的目标，而如今，这个目标得到

了更好的实现。在四川省大力打造“千

里藏羌文化走廊”这个大背景下，九寨

神韵艺术团将学校以藏羌文化为题材

创作的作品推向市场，把艺术教学工作

的产、学、研有机结合起来。“教育是应

该回馈社会和服务社会的。”马洪江说，

迁址水磨后，学校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书

斋里的研究成果物化成社会喜闻乐见

的形式，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羌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以文兴旅，服务

当地经济发展，是阿坝师专选择的回馈

方式，而《云朵·萨朗姐》的诞生和发展，

就是最好的例证。该校结合学校旅游

专业、民族音乐舞蹈专业、体育专业等，

创制了这台地道的羌民族文化盛宴，不

但让非遗实现活态传承，而且通过文化

吸引和感染游客，促进景区长久良性

发展。

以文强校，助推学校良性科学
发展

“传承文化，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

任，而文化建设又会助推学校良性发

展，实现以文强校的目的。”马洪江说，

作为州内唯一一所全日制高校，充分发

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

性作用，广泛开展民族文化艺术研究和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积极推进

校园文化建设，实现特色校园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是义不容辞的责任。35 年

来，学校也走出了一条文化强校的特色

办学之路。

因为阿坝师专处在羌族文化和藏

族文化并存繁衍的汶川县，处在这样一

个民族文化交融的环境中，阿坝师专作

为高等院校，先后参与完成了羌文创

制、嘉绒藏族语研究等课题。2003年以

来，阿坝师专成立了少数民族文化艺术

研究所，把民族文化研究作为学校办学

特色。全国羌族专家陈兴龙教授等数

次带队深入羌族聚居区，形成了长达

340 万字的“十五”、“十一五”国家民委

古籍整理重点课题《羌族释比经典》、

“十二五”国家民委古籍整理重点课题

《羌族萨朗》研究等成果，以及省部级课

题《羌族释比经典》、《羌族释比文化研

究》等专著和学术论文，成为我国羌族

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中心。

35 年来，学校教学科研也特色鲜

明，成绩斐然。“十一五”以来，学校教师

已在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00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700余篇，SCI、
EI、ISTP三大检索100余篇；承担国家级

课题 5 项，省部级课题 22 项，厅级课题

120余项；出版专著教材90余部；获省部

级以上科研奖励 30 余项，申请专利 10
余项，获软件版权登记5项，获国家商业

科技进步奖 1 项；成立省级教学团队 1
个，有四川省教学名师1人。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是历史

铸就的阿师精神。如今，阿坝师专正以

全面完成灾后重建为发展契机，以建校

35 周年为新起点，团结一心，奋力拼

搏。在实现2014年建成本科学院，2020
年建成全国最有影响力、办学水平最

高的民族师范学院的追梦路上，一直

向前。 （禾禾）

周开达院士对学生和同事情深

意重，留下了不少佳话。

1995年，当时的水稻所发展面临

诸多问题：研究人员住房困难、生活

设施差、试验田建设困难等。时任副

省长考察时特意询问有什么问题帮

助解决，周开达选择了一个看似小得

不能再小的问题——请求解决工人

高克铭户口“农转非”问题。周开达

之所以如此决定，正是源于对科研人

才的爱惜。

高克铭当时只是水稻所一名长

期的聘用工人，但他踏实肯干，敢于

尝试，善于学习，在科研工作上并不

逊色于专职科研人员，成为国内杂交

水稻育种界远近闻名的人才。周开

达“爱才惜才”让高克铭感动异常，激

励着他全身心投入到科研工作中。

对于周老的弟子们来说，周老

的家就是温暖的所在。逢年过节，

周老都会邀请他们到家来“改善生

活”，有的连耍朋友都会请师母把把

关。

在对学生的培养上，周开达不是

一个封闭保守的人。尽管水稻所人

手紧张，但他仍坚持把学生送去中国

科学院等科研单位联合培养，这在当

时十分罕见。现任水稻所所长李平、

副所长李世贵等都从联合培养中受

益匪浅，他们开阔的思维、创新的眼

光也成为了四川农大水稻所今天的

后劲所在。

大师已逝，遗泽犹存。这位为水

稻事业奉献一生的院士，留下的传奇

不会磨灭，他们将随着青青的秧苗生

长，随着飘香的稻花传播到四方，激

励更多的后来者摘取水稻研究王国

的璀璨。

情深意重的师长

儿子15岁，读高二。我每天

下班回家，总要摁亮楼道里的

灯，让他悠然地回家。

儿子从小怕黑，上了初二才

同意与我们分床睡。亲戚都说

我们溺爱孩子，可我总觉得，成

长过程里不应该伴随恐惧，孩子

天生胆小，就多给他一点长大的

时间吧。

记得儿子读幼儿园时，我因

故不得不在教院进修。每到周

末我总是第一个冲出教室往家

赶，心里总是嘀咕，这几天孩子

没有爸爸，是不是又被吓哭了几

回？有一次我请假回家刚好赶

上他们散学，我迫不及待地在操

场上寻找儿子，我远远地就扬起

手中的变形金刚，可是小家伙并

没有像往常一样扑向我怀里。

我一股脑把他抱过头顶，一股臭

气扑面而来，往他屁股一摸，早

湿透了，原来儿子憋屎尿了！他

实在胆小，上课时不敢跟老师请

假，就算拉在裤子里也没关系，

反正回家准没事，但跟老师请假

估计他却要“担惊受怕”了。

小学时他迷上了弹珠子游

戏，但是他怕输，不敢单打独斗，

就与别人联手上场，共担输赢。

因为怕输，儿子在家常常自个儿

勤学苦练，在外往往是赢多输

少，几年下来，蓄满了一大箱玻

璃珠子，折算价值估计得好几

百。可惜搬家时尽数送了人，要

不，这也可以作为儿子胆量的成

长参照物。

上初中时我把他留在了自

己班上，让他在开学典礼上发

言，在班上当干部，当主持，每堂

课必然要找他回答问题。这样，

他的胆子有了一点点改善。

初三时他跟我一起到了县

城，我特意给他选择了一位口才

出众，经验丰富的女班主任老师

的班就读。那年教师节，儿子在

我反复鼓励下送出了他人生中

给师长的第一份礼物。在那个

学习成绩并不优秀的班集体里，

儿子继续享受到了快乐，磨砺了

胆量。

高一时的某一天，儿子突然

提出他中午不回家了，要在学校

吃饭。我先是一怔，担心他在校

外的安全，会不会在外面上网游

戏等等，继而转念一想，这么多

年的铺垫、守护、培育，是该放手

锻炼了，于是欣然答应。我要让

他尽可能多地接触了解社会，逐

步适应社会，自信地走向社会，

而不是被迫回家。

一年下来，一切相安无事，

他终于可以自信地游走在商店

和饭馆，甚至网吧，自己过着生

日，偶尔向我请假夜不归宿，在

同学间日渐谈笑风生，有了属于

自己的一方天地。

我知道，儿子还很稚嫩，与

同龄人比，也显得滞后，但我却

天天感受到他的成长。他的个

头与我差不多了，手臂比我还粗

壮，与成年人比，一般不会再吃

体力上的亏。他也能洞悉不少

大人的心思，虽然言语不多，却

很孝顺。买东西虽不会讲价，但

学会了货比三家。学习成绩随

着课程难度的加深反而一天天

地进步，虽然他学习只用了三分

工夫，但我不逼他，我愿意多等

两年时间让他大器天成。所有

的这些，都在壮大着儿子的胆

量，舒坦着我的心。

我也知道，儿子的未来只有

靠他自己。在路上，我顶多只能

为他点亮离家不远的几步，今天

如此，未来亦然。作为教过几天

书的人，我只盼能够做到让自己

的宝贝儿子坦然地离开家门，没

有恐惧，只有自信；没有压力，却

有动力；没有包裹，却有思想；没

有雨伞，不乏干粮。行行止止，

浑然天成。

现在时间是二十二点一刻，

儿子又该回家了，透过门缝里白

皙的灯光，我仿佛听见儿子均匀

的脚步声悠悠而来，幸福弥漫了

整个世界……

阿坝师专
校园文化建设擎起发展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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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子摁亮一盏灯
■ 何立新

刚刚过去的暑假，四川科技界痛失一位大师。7月20日，中国工程院院
士、四川农业大学著名水稻专家周开达溘然长逝，告别了他钟爱的水稻育种
事业，告别了这片他用汗水滋养的大地，留下了太多的不舍与遗憾。

这位与袁隆平齐名，被誉为西南杂交稻之父的院士，为了让更多人吃上
白米饭而奋斗了一生。

1933 年，周开达出生在重庆市江

津县先锋乡晓堂村。在动荡的岁月中

成长起来，他的童年和饥饿形影相

随。“远离饥饿，让大家都能吃上白米

饭”成为周开达求学的信念。

1956 年，周开达考上四川大学

农学院 （现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

留校，1965 年调到四川农业大学水

稻研究所，正式开启了水稻育种研究

之路。

科研上，周开达有一种强烈的创

新精神，他首创籼亚种内品种间杂交

培育雄性不育系方法，培育出冈、D型

系列不育系及系列杂交稻，让水稻每

亩增产约 30%；同时，他提出“亚种间

重穗型杂交稻超高产育种思路”及“重

穗稀植栽培技术”，使杂交稻产量实现

了又一次突破。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

周开达培育出的冈型、D 型杂交稻推

广 3.048 亿亩，增产稻谷 228.58 亿公

斤，创社会经济效益320亿元。

这意味着同样面积的土地产量更

高，能养活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吃上

白米饭，周开达把少年朴素的愿望变

成了现实。

1991 年，周开达获评四川省有重

大贡献科技工作者；1999 年，又被国

家人事部记一等功。

“周开达育成的杂交水稻品种为

巴蜀农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

提出的亚种间重穗型理论，是杂交水

稻超高产育种领域中很值得探索的一

条新途径。”袁隆平院士如此评价。

为了更多人吃上白米饭

“搞科研，就要像谈恋爱那样，要

经常看，经常观察，多培养感情。”周

开达经常对学生这样讲。

在这场与水稻育种研究的“恋

爱”里，周开达付出良多。每年 7、8
月，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正是搞水稻

最忙的季节。每天一大早，周开达就

到试验田里一株一株去雄，中午顶着

烈日授粉，冒着酷暑观察，逐一记

录。即使成为院士后，水稻生产的全

过程他都要亲自参加。长期下来，一

身被晒得又黑又亮。周老曾对年轻

的科研人员反复强调：“搞水稻育种，

是沙中淘金、海底捞针，需要做大量

的基础工作，来不得半点浮躁，不要

想三年五年就出成绩，要有长期吃苦

的准备。”

他几乎把所有的爱都奉献给了

研究工作，留给家庭生活的时间少之

又少。四川冬天的气温不适合水稻

生长，为加快育种进程，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周开达一年分别在雅安、

南宁和海南岛种三季水稻，这个过程

称为“南繁”。由于经常参加“南繁”，

他与家人聚少离多，20多年没有在家

过春节，甚至被年幼的儿子叫过“叔

叔”。

到海南路途遥远，周开达就像西

游记的沙僧一样，用担子挑着两个大

箱子上路，一头放着育种的材料和种

子，一头放着简单的衣物和干粮，赶

火车、换水路，一路跋涉。有时为赶

时间，连泡种都在火车上进行。到了

目的地，就马不停蹄开始播种。为解

决海南旱季吃蔬菜困难的问题，他甚

至把沉重的石磨和黄豆从雅安背去，

自己磨豆浆喝。

搞科研就像谈恋爱

周开达
一生躬耕为苍生

在四川科技界，周开达填补了多

项空白：1988 年，周开达获国家发明

一等奖，成为四川省首个该项大奖获

得者；1999 年，周开达当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结束了农业大省四川无农

业院士的尴尬局面。

但这位大专家却一直保持着农民

本色。

在四川农大水稻所流传着这样一

个故事：有次专家组来考察，办公室找

不到时任水稻所所长的周开达，喊了

半天，只见一条老头子打着赤脚，头上

顶着一个打湿的毛巾从田里出来了，

正是周开达。不认识他的人，还以为

是帮忙看田的农民。

穿着被称作“老头衫”的白背心，

再搭条打湿了的毛巾在头上帮助降

温，这就是周开达院士下田的标准行

头，他对物质生活要求相当低。1991
年，水稻研究所搬到了温江。在这里，

周开达和研究人员一起，住在一栋“筒

子楼”里，一个楼层只有一个厕所，条

件简陋不堪。1995 年，政府拨款修了

新的住宿楼，但他却告诉所内人员“教

授不搬”，让年轻的工作人员先搬到新

住宿楼里去。等到 2001年，学校特意

为他修的院士楼竣工时，他却因病倒

下了。

最像农民的院士

鼓声阵阵，战马奔腾，仿佛置身
战乱的远古，古羌人被迫迁徙；鸟语
花香，伴随着悠远的歌声，美丽的仙
女款款走来……10 月 1 日，在阿坝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校35周年暨校
友会成立大会上，嘉宾们领略了该
校原创羌族原生态诗画乐舞《云朵·
萨朗姐》神韵。伴着悠悠的羌笛声，
跟着羌族歌舞女神“萨朗姐”的脚
步，观众们领略着羌族人生产、生
活、祭祀以及爱情中的风俗人情。

“搭建文化传承的平台，师生创
作的舞台，学校展示的窗口，用文化
引领学生成长成才。创作具有如此
文化底蕴的节目，也是为地方经济
文化建设服务的重要课题。”在阿坝
师专党委书记、校长马洪江的眼里，
这台节目呈现的不仅仅是羌族的文
化生活史，更是学校文化建设的一
个缩影，诉说着学校以文化兴教，以
文化树人的发展史。

1978 年，阿坝师专诞生于民族
风情浓郁的岷江之畔。作为四川省
民族地区唯一一所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阿坝师专在 35年的岁月里砥砺
前行。从呱呱坠地时的两个高师
班、60 名学生，发展成为拥有 14 个
教学系（部）、两个教学部、两个研究
所、一个艺术团、40个专业、教职员
工近 500 人、在校学生近 8000 人的
大学。2011年，由于在校园文化建
设上所取得的突出成就，该校荣获
四川省“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
果奖二等奖”和教育部“高校校园文
化建设优秀成果二等奖”。

“文化建设，是一个学校的灵
魂，更是推动学校发展的动力。”在
马洪江看来，支撑学校灾后重建的
精神动力离不开社会对文化教育事
业的不懈支持，35年来，学校能够克
服困难，一直向前发展，离不开文化
建设为学校发展提供的不竭动力。

（图片由学校提供）

(图片由四川农大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