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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识途先生参观“江姐纪念展”

马识途先生在“江姐纪念展”门口留影

2019 年 3 月 28 日下午，阳光明媚，到我校出席马识途文学奖颁奖活动的著

名革命家、曾任中共地下党川康特委副书记的著名书法家、文学家，已年届 105

岁高龄的马识途先生在子女及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曹萍教授、党委宣传部部长

徐海鑫、对外联络办公室主任荣建国等同志的陪同下，兴致勃勃地来到江姐展参

观。

四川大学江姐纪念展是在原国立四川大学女生院旧址上打造的，占地 500

余平方米，用以纪念以著名的红岩英烈江竹筠（即江姐）为代表的 67 位川大英

烈，集中展出了他们在川大读书期间的形成的珍贵档案和照片。与江姐一起在渣

滓洞牺牲的女英烈马秀英（是马识途先生的堂妹）、李慧明以及马识途先生的爱

人、中共四川大学地下党组织恢复后的第一任支部书记王琴舫等都曾经在这里

生活、居住和从事革命活动。马老先生饶有兴趣地参观了展览，并不时就相关内

容、陈设等与校史办公室副主任王金玉同志进行了深入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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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老在曹萍副书记陪同下参观展览

关于举办四川大学第一届校史演讲大赛

“传承红色文化，勇担时代重任”主题演讲比赛的通知

四川大学历来是“四川进步势力的大本营”和“西南一带传播革命种子的

园地”。自诞生之日起，就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涌现了一大批与时代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的仁人志士。光荣的革命传统，深厚的红色基因，激励了一代代川大人，

形成了勇立潮头的进取精神和心怀祖国的革命情怀。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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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指示精神，学校拟举办以“传承红色文化，勇担时代重任”为主题的第一届校

史演讲大赛。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传承红色文化，勇担时代重任

二、举办单位

主办：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共青团四川大学委员会

承办：四川大学凤鸣志愿讲解队、四川大学校史文化协会

三、参赛范围

四川大学全体在校学生

四、参赛形式及作品要求

1、以个人形式参赛，赛场设背景显示屏，可自配背景画面及音乐，题目自

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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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传承红色文化，勇担时代重任”为主题，围绕四川大学红色文化以

及川大英烈革命事迹展开叙述，抒发川大学子的真挚情感，表达新时代川大青年

的抱负与志向。

五、赛程安排

1.宣传动员。2019 年 3 月 4 日—3 月 10 日，由档案馆、校团委和各学院团

委部署宣传工作。

2.作品征集。2019 年 3 月 11 日—3 月 25 日，各学院团委和学生完成参赛选

手自荐、推荐及报名工作，并提交参赛作品（参赛选手演讲 PPT 及背景音乐）

至邮箱 842089555@qq.com。

3.初赛。初拟于 2019 年 3 月 29 日左右举行初赛，确定 20 位选手入围决赛。

4.决赛暨颁奖典礼。初拟于 2019 年 4 月 4 日左右举行决赛暨颁奖典礼，每

位参赛选手现场演讲时间不超过 5分钟，由专业评委及大众评审进行当场评分，

按照分数进行名次排列，决出相应获奖等次并颁奖。

六、奖项设置

决赛评奖设置：特等奖 1名，一等奖 2 名、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优秀

奖若干以及最佳组织奖 5 个；表现优秀者可提供校史馆讲解员勤工助学岗位，并

出具实习证明。

七、报名方式

（1）自主报名通道：以学校档案馆（校史办）微信公众号为载体，开放自

主报名入口，选手可在线填写报名信息。

（2）学院推荐报名：由各学院团委推荐 1-2 位同学参赛。大赛结束后将评

选最佳组织奖并颁奖。

扫描二维码在线报名：

报名咨询：

吴莹：18482311823，高霏：13438921616。

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

共青团四川大学委员会

2019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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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党支部赴大邑建川博物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了

解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从而进一步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教职工的党性修养。2019 年 4 月 12 日，四川大学档

案馆（校史办）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红色之旅”，赴大邑建川博物馆进行

参观学习。

建川博物馆坐落于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成都市大邑县安仁古镇，是目前

国内收藏内容最为丰富的民间博物馆。以“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

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为办馆宗旨，建设了抗战、

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四大系列共 20 余座展览场馆。是目前国内民间资本

投入最多、建设规模和展览面积最大、收藏内容最丰富的民间博物馆。

大家在党支部书记毕玉同志的带领下，怀着崇敬的心情重点参观了建川博物

馆的正面战场馆、川军抗战馆、国防兵器馆、改革开放主题场馆等等。参观中，

同志们在每一处藏品前都驻足细细观看，不时相互交流、感慨。不同主题的场馆

如同在眼前展开了一幅幅历史画卷，众多珍贵历史照片和文物为我们再现了当

年战争的惨烈，使每个党员更加真切体会到革命先烈们为国家、为民族、为信仰

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的勇气和决心。在“改革开放”主题馆，数以万计的展品以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切入点，勾勒出改革开放的辉煌巨变，使大家切

实感受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0 年来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社

会、生态等各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党支部书记毕玉带领大家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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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次主题党日活动，党员同志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民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力量，充分地感受到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

易，是无数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回顾改革开放 40 年的发展变迁，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济实现了飞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事

实证明：我们党的理论是正确的、党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是正确的。

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战略部署是正确的。全体党员纷纷表示，要将革命精神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强化党性，在本职岗位上踏实工作，

切实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全面推进学校“两个伟大”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革命先烈不屈不挠、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民族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继

续前行！

【媒体转载】：“报林”忆旧

谁也不会忘记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冲击着每一个人

的生活，面对日新月异的巨变，人们有兴奋和期待，也有惊愕和困惑。新闻迭出，

问题不断，讨论热烈，各种深度报道在中国的各种媒体上展开，报纸是人们获取

资讯的最重要的途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信息来源。

那一个历史时期，报业之兴旺发达，前所未有，新创刊的报纸层出不穷，四

川大学的“报林”也可以说与时代同步，应运而生。

“报林”之名由来

1987 年，四川大学老图书馆从荷花池边搬迁新馆，这个 16000 ㎡的新馆就

是今天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图书馆文理馆。据四川大学图书馆前馆长刘元奎教授

回忆，从前的老图书馆（今校史展览馆）的台阶上仅有几个橱窗，存放着几份报

纸，他上任后，在新图书馆南边一块空地上开辟了几十个橱窗，比以前扩大了

10倍以上。

川大“报林”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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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为了给这块新开辟的读报新园地取个合适的名字，还颇费了点心

思。刘元奎教授回忆当时他反复斟酌用名，甚至连续几天早早醒来，若有所思。

直到有一天灵感来临，他想到西安有碑林，云南有石林，我们川大的这片读报园

地就叫“报林”吧！他把这个想法告知当时的副校长隗瀛涛教授，得到隗校长的

赞赏和首肯，于是“报林”得以正式命名，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学生在文理图书馆阅读场景

当年新建成的“报林”存放的报纸有四、五十种之多，每天及时更新，吸引

了不少读报人，获此收益的人群不止是本校的老师和学生，校外的市民也乐于来

川大报林读报，他们在这里了解时事新闻，关心国家大事，一时形成了“报多读

者更多”的兴旺景象。

白玉兰树下快乐读报

在“报林”的旁边，有几棵醒目的玉兰，每年的春天，这几树玉兰花开的时

候，是报林最美的季节。这个时候，赏花读报的人明显多起来，他们三三两两在

玉兰花前留步观赏，在“报林”前徘徊阅读。有背着双手的老人、拄着拐杖的教

授，也有孩童在报林嬉戏玩耍，还有父母抱着孩子指点着报纸的大标题教认字，

这可能算是最廉价的“早教”吧。

校园里的白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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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这几株玉兰日渐壮硕高大，已经长到图书馆三、四楼那么高了，

这种早春早开的玉兰品种，学名白玉兰，她们的花期不长，却总是花开烂漫，特

别是遇到春日暖阳，几天之内就会全部开放，乳白色的花瓣，厚糯糯的质地，开

得明朗高贵，总是让人流连……

全媒体时代“报林"怀旧

随着科技的发达，社会的进步，我们已进入 21 世纪一个丰富多彩的全媒体

时代。铺天盖地的网络，浩如烟海的信息，瞬息万变的大千世界已不是一张报纸

所能承载，四川大学“报林”自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然而，时至今日，还是有一些老川大人保持着这种传统的阅读习惯，每天踱

步此间。他们是阅读？是揽春？是怀旧？我们不得而知。或许，报纸一贯的油墨

味，未尝不是他们怀念旧时光的理由？每天在校园里走一走，在荷花池边转一

转，不由自主就踱步到报林，和老熟人点头问候，和老朋友嘘寒问暖，聊一聊健

康和家常，经常可以看到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站在报林醒目的时政标题下，正

好借题发挥，点评时局，抒发一番忧国忧民的书生情怀，……也许，读报只是他

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不需要理由。

花开花落，人来人往，看似寻常的“报林”已存在了 30 余年，在川大这片

文化沃土上，“报林”仍然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也许有一天，读报会成为一种仪

式，“报林”会成为川大人怀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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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019 年 3 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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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接待了成教院、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务处、公共管理学

院、海外教育学院、后勤集团、学工部、华西口腔学院学生支部、华阳一中、西

南财大校史馆、心理健康教育中心、图书馆退休支部、泸州二中、海军工程大学、

四川省高校统战部长、四川省优秀年轻干部培训班、进出口银行等共 4076 人次

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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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参观“江姐纪念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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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〇一九年三月三十日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