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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馆（校史办公室）举行 2019 年意识形态

工作研判会暨消防安全培训

2019 年 4 月 19 日下午，档案馆（校史办公室）举行 2019 年“意识形态工

作研判会暨消防安全培训”。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公室主任毕玉要求全体员工在

新的舆论形势下，要提高网络安全意识和加强网络安全管理，做好档案管理系统

权限的收放，档案资源利用需要建立健全审批手续。副馆长李金中强调要加强档

案馆服务器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做好网络定期巡查工作，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并处

理。副主任王金玉提醒全体职工要有“四个意识”，时刻紧绷信息安全之弦。

随后，成都市利民消防宣传中心付家财教官为大家作了《消防安全知识和火

灾逃生技巧》讲座，并组织了模拟火灾逃生疏散演练。

消防知识讲座现场

模拟火灾逃生疏散演练

传承红色文化 勇担时代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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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第一届校史演讲比赛决赛顺利举行

校史演讲大赛决赛现场

为了传承弘扬四川大学红色文化传统，激发在校学生的爱国爱校情怀，2019

年 4 月 27 日，四川大学首届校史演讲比赛决赛于望江校区模拟法庭演播厅圆满

举行。本次比赛由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共青团四川大学委员会主办，

四川大学凤鸣志愿讲解队、四川大学校史文化协会承办。校档案馆馆长、校史办

公室主任毕玉、文学与新闻学院肖薇教授、团委副书记苏德强、校史办公室副主

任王金玉、马克思主义学院冯兵副教授、团委素质拓展部副部长陈姹月担任评

委。

决赛伊始，来自艺术学院的同学们带来了《江姐之歌》诗歌朗诵表演；15

位参赛者随后分别讲述了四川大学红色文化以及川大英烈革命事迹。其中来自

文学与新闻学院的李冉和吕清怡分别结合自己作为校史馆讲解员的经历和创作

江姐剧目剧本的经历歌颂了川大校友江竹筠的英勇事迹。来自华西药学院的张

苗苗回顾了毛英才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对烈士坚守信仰、心怀天下、

舍生取义的革命精神的崇敬之情。此外，本次演讲题目还涉及张培爵、林学逋、

袁诗荛、何懋金、饶耿之、刘伯坚、吴玉章等 14 位革命英烈或杰出校友。精美

的画面、充沛的情感、深情的演讲让活动高潮迭起，现场掌声连绵不断。

肖薇教授对选手的语言功底和演讲技巧表示高度认可，她表示此次比赛不

仅是一场演讲的盛宴，更是一场思想的盛宴，用声音传递学生的思考与判断，对

学生未来的发展也有诸多益处。冯兵副教授就此次演讲主题与内容进行了总结。

他表示，张培爵、江竹筠等革命烈士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是先进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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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时代精神的引领者，脚踏实地的践行者，家国情怀的拥有者，同时也是年轻

人学习的榜样。

比赛结束，评委根据演讲者的演讲材料、语言表达、PPT 呈现、形体仪态、

现场效果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综合评判。化学工程学院、药学院、公共卫生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和历史文化学院荣获本届比赛最佳组织奖。吕清怡同学获得特

等奖，李冉同学、张文宇同学获得一等奖，另有 12 名同学分别获得二等奖和三

等奖。

校史大讲堂第六讲：陈廷湘教授作五四运动 100 周年学术报告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

主义革命的转折点，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产生了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国现代社会

的转型。在这一运动中，川大学人吴虞、王光祈、李劼人、袁诗荛及众多川大学

子投身其中，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为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校史大讲堂第六讲邀请了著名中国近现代史专

家、中国现代史学会副会长、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五四运动史颇有研究的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廷湘教授，从专家视角为川大学子解读了五四运动以

及川大学人的贡献。

报告于 2019 年 4 月 29 日晚 7 时在江安校区二基楼 B 座一楼报告厅举行。

陈廷湘教授以《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转型时

期川大学人与全国青年改造社会运动的路径》为题作了学术报告。陈教授的报告

讲述了五四运动以及川大人参与五四运动的历史，深入剖析了五四运动对中国

社会转型和社会改造进程的影响，对比了中外启蒙运动与社会改造运动的发展

历史，揭示了中国思想启蒙运动与社会革命合二为一的必然性，以及历史选择中

国共产党、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社会改造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报告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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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以后，陈教授还同聆听讲座的同学们进行了交流，对同学们的问题作了专业

解答。

毕玉馆长等与陈廷湘教授合影

【媒体转载】报林忆旧之二————犹是当年读报人

2019 年 3 月 27 日，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微信公众号推送文：《报

林忆旧》，引起各方反响，特别是老一辈川大人的念校情怀。今推出第二组报道，

将大家的回忆与感怀都聚集于此，带着这些亲切的话语，这个春天的四川大学图

书馆“报林”仿佛有了别样的生命力……

“报林之父”心系“报林”

四川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刘元奎教授虽然退休多年，但他一直非常关心学校

的发展和校史工作。他还特意送来他保留多年的当年关于四川大学图书馆“报

林” 有关资料。

从 30 多年前创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报林”到如今仍然心系“报林”，并

关心四川大学的发展，刘元奎教授是当之无愧的“报林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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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的《四川大学报》报道“报林”

“图书馆报栏方便读者”报道获得“四川大学好新闻奖”

读报人心声——

“报林”曾是我奶奶、我父亲最常去散步的地方。一来距离家很近；二来那

里是了解时事最快的信息源；三来也省下了订报纸的钱。尤其是春暖花开的时

节，玉兰花洁白而优雅，在“报林”阅读的日子，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快乐。

即使在这个自媒体发达的时代，“报林”在喜好安静的老一辈川大人眼中，仍然

是一个散步、阅读的好地方。

——四川大学子女何女士



6

春日暖阳下的“报林”

那年头散步时，常爱带着小女去“报林”溜达一圈，真是有那种“孩童在报

林嬉戏玩耍”场景。我呢，得以悠闲自在浏览。还记得，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成

都晚报•副刊》、《文摘》、《参考消息》...……“假巴意思”学了几天中文，

爱看些与文艺沾边的新闻。每到春天报林旁的玉兰花怒放，让人感觉很美，但报

林夏天的蚊子咬得人跳，数九寒天夜晚读报是要毅力的.…….如今想起，还是

蛮有意思的。

——四川大学博物馆退休研究员周蜀蓉

每天换报纸

我在图书馆工作了一辈子，在阅览室一直是做管理报纸的工作，自从有了

“报林”，一直是我们二楼报刊阅览厅的老师们在负责更换每天的新报，365 天

都要换新报，日晒雨淋从不间断，直到现在，已经三十多年了，我对“报林”的

工作有着太多的感情和不舍！

——四川大学图书馆退休馆员李荣莉

在“报林”读报，被花脚蚊子咬得跳的感觉太深刻了，常常是手脚脖子被叮

了许多包，看完报，赶紧逃离“报林”。

——四川大学家属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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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大图书馆旁，有成排的橱窗，张挂着几十种报纸，被称为“报林”。常有

许多人在此阅读报纸。在这里可以学习党和国家的政策，了解国家大事、世界大

势；可以了解学术研究的前沿、读到各种学术观点的文章；还可以了解其它许多

信息。多年来我每天下午都要来这里读报，已成为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近

年来在此阅读报纸的以老年人为主，有戴着老花镜的、拿着放大镜的，有拄着拐

杖的，专心阅读各类报道和文章。我想他们也和我一样，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

精神上的享受。

——历史文化学院退休教授宋治民

扶栏读报的宋治民教授

四川大学图书馆“报林”从建立起我就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凡能抽出空

总要去看看，有时间细细品味，时间少也把主要报纸的大标题浏览一下，我从这

里汲取的知识让我受益终生。“报林”有 10 排，每排有 12 个双面橱窗的读报

栏可能是全国都少有的，坚持了 30 多年也非常不容易，感谢川大图书馆！

——四川大学图书馆退休馆员成北良

“报林”是我的美好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我负责图书馆的管理工作，当时

报业兴盛，人们对信息十分渴望。1987 年图书馆新馆建成后有了展示这些报纸

的好环境，我便和图书馆的同事一起开辟了这片“报林”。大家的努力和精心付

出受到读者极大的欢迎，报纸多读者更多，读者费时少受益不少。当时我写了一

篇报道在四川大学校报上发表，获得了“四川大学 1988 年度好新闻奖”。30 年

过去了，四川大学图书馆“报林”成了学校校园一个文化符号，一个师生和校友

记得的校园地标，也是我们图书馆人心中的情结。

——四川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刘元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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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林之父”心系“报林”

当年常去那里看报，“报林”是师生们了解时事、交流信息的场所，也是评

论时政的乐土。

——四川大学 90 年代毕业校友

春天的“报林”草长莺飞

馆长寄语——

报纸的纸质形态也许会改变，但它承载的新闻和文化传播功能不会消失，

“报林”不仅为报纸的这些功能开辟了校园空间，更营造了文化氛围，搭建了交

流平台，这是新媒体所无法替代的。

——四川大学档案馆馆长兼校史办主任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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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图书馆“报林”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它既是图书馆的一种文献服

务形式，也是学校的一种文化载体，更是许多老川大人长久的记忆。即使面对新

媒体的冲击，只要报纸存在，四川大学图书馆“报林”就会存在，因为守护历史、

传承文化是我们不变的责任和使命。

——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党跃武教授

四川大学“大学精神与大学文化教育”

社科普及基地、“江姐纪念展”参观情况

（2019 年 4、5 月）
2019 年 4、5 月，四川大学校史展览馆、江姐馆先后接待了后勤集团、树德

外国语学校、电气信息学院、商学院、华西公卫、文新学院、中国人民银行、学

工部、进出口银行、乐山更新中学、材料学院、艺术学院、四川省地方志编委、

眉山贯城中学、科产集团、经济学院、制造学院、化工学院、化学学院、成教学

院、川大附小、汉中中学、国际关系学院、计算机学院、历史文化学院、软件学

院、小金中学、口腔学院、药学院、团委、教务处、高分子学院、建环学院、人

事处、公共管理学院、设备处、温江中学、西北工业大学、中联办人事部、农业

银行、港澳台办、物理学院、科研院、中国石化等 5001 人/次参观。

毕玉馆长接待领导参观

报：学校领导、教育部办公厅、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四川省教育厅和四川

省档案局（馆）有关部门

送：校内各单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档案工作分会秘书处、教育部直属高校

档案工作协会秘书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秘书处、四川省高等学校

档案工作协会、四川省经济科技档案协作组有关单位

四川大学档案馆 （校史办公室） 二〇一九年五月三十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