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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电影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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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张普通的电影票，信息量不大，但其背后却
隐藏着一段我校历史上关于学校更名的故事。

1979 年 4 月 1 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学校在王城校
区大礼堂放电影，师生可以凭入场券入场观看。这张电
影票标明“广西师大礼堂”，座位“楼座 3 排 13 号”，时间

“1979 年 4 月 1 日上午 8 时 20 分”。这些都是常规的信
息，但细心观察就发现问题所在：1979 年，我校的校名不
是“广西师范学院”吗？怎么电影票上面就印上了“广西
师范大学”了？

的确，在我校的发展历史过程中，1979 年没有更名
为“广西师范大学”，但却也闪现了更名为“广西师范大
学”的机会———教育部批准我校更名为“广西师范大
学”。只是由于我校部分教师比较“谨慎”，对更改校名的
意义“认识不够”，学院对群众的迫切愿望“估计不足”，
对改名问题“考虑不周”“不够郑重”，因而轻率地要求上
级不改变我院校名，从而失去了一次更早促进我校更好
发展的机遇。

校名是大学最具有识别性的标志，也是大学品牌最
重要的组成部分。大学校名往往能简明地反映大学的历
史、地理、学科专业或行业等特征，有时还可以传达出大
学理念、价值追求和文化内涵。因此，校名作为大学品牌
最重要的标识性符号，承载着学校一代代师生员工辛勤
努力的汗水和共同的希望，体现了一所大学的办学特色
和实力，是影响大学品牌形成的一个关键因素。显然，

“广西师范大学”比“广西师范学院”更能拓展我校的发
展空间，提升我校的办学层次，更有利于促进学校的发
展。教育部于 1979 年给了我们更好发展的机会。

1 月 9 日，新华社北京电：国务院在最近批准的教育
部关于恢复和增设普通高等学校的报告中说，为了实现

新时期总任务的要求，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同意将“原
广西师范学院改名为广西师范大学”。1 月 12 日，《广西
日报》刊登了“广西师范学院”改名为“广西师范大学”的
消息。

然而，我校部分教师联名向上级部门反映，不赞成
将“广西师范学院”更名为“广西师范大学”，因为他们担
心更名后会“隔断自身的历史连接，从而丢掉积淀多年
的办学传统和校园文化”，并且容易与新成立的“广西师
范学院”产生混乱。

2 月 1 日，教育部函复广西壮族自治区文教办公室
（（79）教计字 020 号）：“《关于更改新批准的广西师范大
学和广西师范学院名称的报告》收悉。经研究，同意原广
西师范学院校名不变，新批准的广西师范学院改为南宁
师范学院”。一次很好的可以推进学校跃上新台阶的机
遇流失了。

1982 年 9 月，李德韩就任广西师范学院院长，他很
重视学校的发展，他在 1982 年 11 月召开的首届教职工
代表大会上提出将“广西师范学院”更名为“广西师范大
学”的愿望，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支持！1983 年 3 月，学
校向自治区人民政府提出“关于我院改名为广西师范大
学的请示报告”，报告阐明了我院改名的缘由、具备的条
件和更名的愿望。同年 6 月 2 日，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发
文（桂政办函[1983]201 号），文件表示：“5 月 28 日，自治
区人民政府办公会议决定，同意将广西师范学院改名为
广西师范大学”。

9 月 1 日，下午三时，广西师范大学在王城本部举行
校牌挂牌仪式，李德韩、唐肇华、何兆鹤、陈伟芳及 100
余名师生代表参加了“广西师范大学”新校牌挂牌仪式。
此校牌校名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黄云书写。

更名后的广西师范大学开始了新的征程，紧跟全国
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强教
学基本建设，注重科学研究和重点学科建设，强化队伍
建设，提高教师和干部的整体素质，着力进行基础建设，
改善办学条件，推进党的建设，坚持党对学校工作的领
导，办学水平稳步提高，为后来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为广西教育和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做出了显著
的贡献。

电影票上之所以出现“1979 年”与“广西师范大学”
同框，据当时在宣传部工作的老师回忆，是因为宣传部
知道新华社发布学院改名消息后马上印制了新的电影
票的，从而给我们留下了一张特殊的电影票，也引出了
一段学校更名的故事。

如果我校 1979 年更名成功，我校的事业发展会怎
么样呢？

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可以资鉴！历史经验告诉我
们选择很重要！

相同的市花与相近的口音
桂林，桂花之林
我百度了一下

果然，桂林市的市花是桂花
我们福泉市的市花也是桂花
这是继两口“福泉”明清古井

之后的又一个巧合
更神奇的是

当我和同伴说起福泉本地口音
桂林的朋友能听得一清二楚

当桂林的朋友用桂林话与我们交流
竟然如同从空中
飞越过来的乡音

比相邻几十里几百里的邻县市
都还要接近

两口野福泉冶井
一下高铁

我就直奔王城校区
按照老照片的位置

找到王府门前的云阶
挂着牌匾的大门

刻着“卓然独立天地间”的独秀峰
最核心的看点是找到了那口

与我们福泉山上的“福泉”同名的
“福泉”古井
拍照留影、留念

留下了与七十多年前的国立桂林师范学院
（今广西师范大学前生）的前辈们

拍摄位置相同的影像资料
为了让这个去年七月贺祖斌校长

首次寻访福泉时发现的
两口“福泉”古井的这份“奇缘”
在我们的身上继续传承下去

离开的时候
我特别邀请了几位从身边走过的师大在校学生

和我一起合了影
并且，也向他们发出了

前往福泉
诚恳的邀请

娘家人
“娘家人来了！”

毫无疑问
这是我在广西师范大学所听到的

最亲切的一句话
高度浓缩概括了

广西师范大学与福泉人民历史悠久的深情厚谊
1945 年，国立桂林师范学院
在抗日战争的凄风冷雨中

辗转西迁
在最艰难的时刻

受到了平越县（今贵州省福泉市）人民的热情欢迎
时间虽仅短短一年

平越人倾尽微薄之力
与桂师院人同生死，共患难

情同手足
亲如一家

血浓于水的情谊
永不相忘

世界上最美的颜色
毫无疑问
在我看来

广西师范大学的紫红主题形象色
是世界上最美的颜色

广西师范大学 90 周年校庆的紫红邀请函
是我迄今所收到的

世界上最美的邀请函
一张紫红色的邀请

承载着广西师范大学对
福泉市人民的深情厚谊

捧在手里
我满心欢喜
毫不犹豫
欣然赴约

我要记录下此行的所见所闻
记录下昔日艰难岁月的痕迹

与今天的辉煌
我深知作为一个普通人

代表不了福泉人民
但作为一名档案人
地方历史的工作者
我有责任和义务

保管好、记录好、传承好
昔日国立桂林师范学院与平越县人民
今天广西师范大学与福泉市人民的

两地情缘

不只是历史的保存者、记录者
更要与广西师范大学的各位老师、同学

和校友们一道
成为新的历史的创造者

贺建飞

赴广西师大 90周年校庆，
续福泉桂林两地情缘（诗 4首）

追锋少年步履不停，崭新时代“益”起同行
本报记者 梁煜琳 郑雨航 张丹

三月，细雨绵绵，却无法浇灭我校学子追随雷锋精神的热情。我校志愿服务组织以公益活动、志愿服务等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雷锋精神。

校红十字会院
聚焦生命教育袁传播人道尧博爱与奉献

传承雷锋精神，争做追锋少年。在第 60 个“学雷锋
纪念日”和第 3 个“广西志愿者日”到来之际，我校红十
字会在 3 月 5 日开展了“聚力生命教育·争做时代雷锋”
的学雷锋主题志愿服务活动。志愿者们通过开展各种宣
传活动和教学演练，以实际行动践行雷锋精神，向老师、
同学们展现良好的志愿服务精神风貌。

2021 级教育学部的官苏扬是“聚力生命教育·争做
时代雷锋”学雷锋主题志愿服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
活动开始之前，他们需要对参与志愿活动的志愿者进行
相关培训，为现场的活动参与者们准备奖品。活动的成
功举办也离不开学校的支持，教育学部党委书记李颖老
师也亲自参与心肺复苏技能演练，并对此次活动做出肯
定。

尊重生命，保护生命，在进行生命教育时不能出现
一丝一毫的错误。谈及活动进行中遇到的困难时，官苏
扬说：“开展活动的时候，会有一部分同学不敢上手尝试
心肺复苏。”于是她积极鼓励参与者，帮助参与者一起进
行按压，直至顺利完成学习。正是这种循序渐进的鼓励
式教学，宣扬了雷锋精神和“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
会精神。

本次的志愿服务活动中官苏扬收获满满，她说：“希
望同学们对雷锋精神有更深度的认知，对红十字会的三
救三献、禁毒防艾和应急救护知识也有更深刻的了解。
同时也呼吁同学们努力以实际行动书写新时代的雷锋
故事，积极贡献师大学子的青春力量，将雷锋精神和红
十字精神代代传承下去。”

小星窑星公益组织院
传承志愿奉献精神袁星火守望纯真童年

“讲好每一堂课，做好每一件事”。自建立以来，广西
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小星·星公益组织致力于寒暑假支教
活动，传承星火，守望乡村教育。

谈起 2022 年暑假前往灵川县大圩镇雄村小学开展
的“三下乡”支教活动，小星·星公益组织现任负责人
2021 级教育学部的华祥程十分感慨。支教的地方条件十
分艰苦。但即使遇到困难，志愿者们还是愿意留下来完
成支教任务。“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志愿者们都尽可能去
包容我们。”华祥程说道。此次活动得到了灵川县团委、

灵川县大学生联合会、灵川县大圩镇政府和雄村小学的
支持和肯定。

对于华祥程来说，雷锋精神代表着为人民服务和无
私奉献。在支教的过程中，他看到了志愿者们对公益的
热爱。他回忆道：“志愿者们讲完课后，还会留在教室，尽
可能地帮助孩子们。”小星·星公益组织以关爱和服务贫
困地区学生和留守儿童为宗旨，坚持“亲情陪护、爱心教
学、心理辅助、环境美化”系列支教内容，开设国学传统
课、安全健康课、开心体育课等十三门基础课程，并积极
举办趣味运动会、辩论赛、演讲比赛等拓展活动。

在支教过程中，小星·星公益组织的志愿者们还克
服困难举办了一次文艺汇演。华祥程感慨：“我觉得他们
是发自内心想去干这些事情。”因为只有真正热爱公益，
将雷锋的奉献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会竭力将这
件事情办成、办好。小星·星公益组织的志愿者发扬了雷
锋精神中的奉献精神，热心参与支教活动，为山区的孩
子带去温暖，将公益代代践行。

万众爱心学校院
积小善成大善袁以教育温暖人间

我校万众爱心学校创办于 2005 年 10 月，始终秉承
“万众爱社会，爱心助成长”的理念，举办流动的小课桌、
集善之家、校外辅导员、爱心教室等志愿教育活动。积小
善成大善，万众爱心学校致力于动员师大学子们，发扬
助人为乐的雷锋精神，给孩子们一个提升自己的机会。

当谈到在万众爱心学校最大的感受时，万众爱心学
校负责人，2021 级数学与统计学院的刘雪洁用“陪伴”这
个词来概括这段美好时光。“万众爱心学校不是一个冰
冷的组织，它很温暖。”刘雪洁说。他们发扬雷锋精神中
的团结精神，相互鼓励，一起成长。刘雪洁说：“如果想凭
自己去做一件非常大的好事会很难。但如果汇集所有人
的力量，则会简单得多。”不管是干部干事，还是主席团
成员，都会发扬雷锋精神中的团结精神，互帮互助，一起
办好社团内的志愿服务活动。

参与万众爱心学校的志愿者们也在践行“陪伴成
长”的初心。在寒假的爱心教室活动中，志愿者们秉持着
认真负责的态度，按照活动的要求进行每日的授课以及
汇报。课程安排上，志愿者们进行了绘画、手工、体育、书
法和音乐等兴趣类课程的授课，综合拓展所教授的学生
的素质。

以包容之心面对志愿服务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以赤

诚之心在志愿服务的道路上坚定行走。“学生家长都非
常信任我们，小朋友们也很喜欢我们举办的活动。”刘雪
洁骄傲地说。万众爱心学校能有今天如此成就，离不开
所有成员的努力，也离不开对雷锋精神的践行。相信万
众爱心学校在未来会越办越好，为广西志愿教育建设贡
献师大力量。

希望羽翼志愿服务团队院
野翼冶路前行袁把爱传递

希望羽翼志愿服务团队隶属我校政治与公共管理
学院，获得过许多奖项，如“广西高校共青团活力团支
部”“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七彩假期’志愿服务项目示
范团队”、2021 年中国大学生知行促进计划第三届云支
教大学生乡村教育奖全国优秀团队奖、2021 年“推普助
力乡村振兴”全国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志愿服务优秀团
队等。

受雷锋精神中的奉献精神影响，2015 年希望羽翼志
愿服务团队正式注册成立。自成立以来，团队坚持“用书
籍打造梦想的翅膀”的宗旨。为更好援建乡村书屋建设，
几乎每年希望羽翼志愿服务团队都会开展爱心苹橙义
卖活动。在团队的努力下，一座座爱心书屋在桂林市资
源县河口瑶族猴背村、百色德保县钦合小学等 18 所乡
村学校建立起来。而每年的寒暑假，福山小学的孩子们
都会迎来希望羽翼志愿团队的成员们，团队成员们为孩
子们带去书籍，也把温暖和爱传递给他们。“你们来真
好，你们来了我们可以学习一些新的东西。”福山小学一
名四年级学生在团队成员去支教时这样对他们说道。从
成立至今，希望羽翼志愿服务团队已经累计服务师生
3000 余人次，公益之旅达到 4300 多公里，捐赠 21000 余
本图书，惠及近 1100 个贫困家庭以及 2000 余名贫困家
庭学生。年复一年，“羽翼”人的足迹走得越来越远。

2022 年，我校“十佳公益之星”评选结果出炉，曾经
担任希望羽翼志愿服务团队负责人的杨春雨也位列其
中。面对这份荣誉，她说道，“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称
呼、一张证书，它其实是一个标杆、一种提醒。”传递爱与
希望，已然成为杨春雨生活中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用
自己的公益经验去服务需要帮助的人，牢记自己“公益
人”的身份，尽自己所能为善。希望羽翼给了杨春雨实现
最初目标的获得感，而带着这份幸福感，她会一直走下
去。爱没有声音，但是每一个为爱而付出的行动，已然化
为这个春天的天籁之音。

一张印有“广西师大礼堂”的电影票

立春赋诗
小序：立春是充满希望的日子，特别是今年一波疫情高峰过后的

立春，更显希望在望。我校原中文系毕业的几位校友有感于此，纷纷
写诗。现选几首汇编如下：

癸卯立春
罗智浩

知时好雨润今晨，喜兆前程看立春。
疫疠将除人自在，三年旧象可更新。

依韵酬罗兄智浩
庞乃耀

虎岁方过又立春，兔蒙好兆在今晨。
如酥小雨纷纷落，柳眼已黄花锦陈。

酬罗兄智浩
马弟洪

敲窗急雨在今晨，似报人间已立春。
疫散气清诸事顺，花红柳绿触眸新。

今日立春
刘月娟

五更寒雨报今春，柳吐黄芽景色新。

冠怪败逃人共庆，张灯结彩倍欢欣。

立春感怀
张超文

暖风习习鸟争鸣，小雨如酥草木萌。
兔竖耳聆欢乐曲，春开脚步赴新程。
霾消疫靖山河秀，柳绿花红家国荣。
最是一年佳节气，莺歌燕舞享升平。

立春吟
唐治云

拂岸熏风柳眼开，迎眸笑靥赏春梅。

流莺振羽凌云去，寒笋抽芽破土来。
畅泛扁舟逐细浪，漫行石径踏苍苔。
渔村浅酌三巡醉，吟得歪诗几首回。

(作者系贵州省福泉市档案馆二级主任科员，
中国诗歌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

贵州省诗人协会理事。)

诗五首

渊二冤福泉山文庙办学旧址

桂师不忘烽火情，率领师生把脉寻。
办学旧址思前贤，不忘初心铸师魂。

渊一冤迁校平越办学

日寇炮火呈疯狂，桂林沦陷校园亡。
救亡图存先贤忙，涉江越岭路茫茫。
桂黔山路心惶惶，饥寒山路遭炮火。
白雪皑皑赴黔疆，平越复校灯火亮。

渊三冤福泉复课

烽火岁月共患难，师院福泉共一堂。
文庙祠堂办学堂，共育中华好儿郎。

渊四冤捐建福泉独秀书店

桂师不忘抗战辛，赓续文脉铭记恩。
独秀书店传深情，共育英才中华兴。

渊五冤为捐百万培训资金题

千里赴泉铸师魂，烽火患难铭记心。
百万育资献爱心，为泉育才强振兴。

易盛刚

(作者系贵州省福泉市市委办公室正科级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