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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少携手谱新篇，红色基因代代传（二）

编者按：今年是建党 100 周年，根据教育部关工委《关

于开展 2021 年“读懂中国”活动的通知》（教关委函〔2020〕

18 号）精神，在学校党委的直接领导下，我校关工委在全校

开展了“读懂中国——讲好入党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主题

教育活动。广大的青年学生和教师克服新冠疫情带来的困难，

采取线上线下的形式，对我校“五老”中的老党员进行访谈，

各项目组师生以高昂的热情和严肃的态度深入挖掘、记录、

整理他们的入党初心和人生历程以及为党奋斗过程中的真

实感悟，创作完成征文、微视频、短视频、舞台剧等作品。

广大学生在“红色基因的传承和传播活动”中，接受了一次

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使他们更加热爱党、热爱祖国，励志

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刻苦学习、努力奋斗。现选登部分优秀

征文作品，供大家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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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经济学教育领域为党奋斗

——访经济学老教授王树帆

这是一间亮堂的木地板书房。面对着书房门口有扇大窗

户。窗户前是书桌。书桌左边是一个木制大书柜。书柜大概

四五层，整齐地摆放着满满当当的经济学著作。

在我们对面，坐着王树帆老师。这位 89 岁、党龄已有

61 岁的老教师、老党员、老干部衣着朴素，花白的头发梳得

整整齐齐。耄耋之年，一举一动却毫无老态龙钟之感。我们

带着些许紧张地问出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请问王老师，您

当初为什么要入党呢？”

回忆初心

其实，“为什么要入党”几乎成了老生常谈的话题，答

案不尽相同。想不到，王老师的回答却更出乎意料。他和蔼

地笑着，眼中闪烁着光亮：“这个问题就比较抽象了。我信

仰中国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但信仰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

清的，它贯穿于整个生命的进程。”老师的声音充满坚定，

仿佛被历史尘封的炉台重新点燃，入党时的一情一景被那段

激情岁月的光芒照亮。

王老师说，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想法不是入党那

一年才产生的，而是早早地做好了思想准备。在入党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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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用了将近 10 年的时间研究党的路线、作风，从而逐

渐熟悉、初步知道了党的先进；通过参与实践活动，他又认

识到党的理念的真理性。于是，一旦具备了入党的条件，他

便第一时间申请，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员。忆及初心，千

言万语涌上老师的心头，最终凝练成萦绕在我们耳畔的一句

话：“个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党的事业！”

我们一时对这句话似懂非懂。看着我们疑惑又期待的眼

神，王老师满面春风地笑着，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王老师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到了 70 岁。三尺讲台，见证

了他从青春年少到古稀之年。他用实际行动践行了“个人所

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党的事业”这句话。

作为一名经济学教师，他循循善诱地将经济学知识传授

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他坚信，钻研经济学，努力传授更多

的经济学知识、培养知行合一的专业青年，就是在完成作为

一名党员的使命，为党的教育事业做出一份贡献。

过去教书时，他是润物细无声；如今退休了，他有桃李

满天下。

热爱，永无止境

虽然已退休十余年，但王老师对经济学的热爱丝毫未减

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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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回忆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期，我党认识到经

济体制改革刻不容缓。当时全湖北省有一次大规模的经济调

查，目的是要认清中国的经济体制究竟属于什么样的体制、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体制再不改革就会威胁到党和国家的发

展。于是，时任经济学会商务理事的王老师果断参与了省委

宣传部、省委科学院、省党校、省经济学会共同组建的调查

组，针对全湖北省的经济情况进行调查取证：从一种产品的

生产，到一个企业的运行，再到一个城市的发展；从经济基

础一步步深入到上层建筑。经过了一年的攻坚克难，他终于

深刻认识了“计划经济必须改革，党的事业才能继续发展”

的形势。

近期，王老师在关注中国第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18.3%

的新闻。当发现我们对经济增长实际指标的掌握并不熟练时，

他给我们讲解了“就业指标”“物价指标”“外贸指数”等知

识点。老师说，他每天从报纸、电视新闻中关注经济问题，

特别是如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他分析道，西方经

济学的方法可以用，但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是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道路，实现“中国制造 2025”计划、“2035

年远景目标和 2050 年远景展望”等一系列目标。老师订阅

《光明日报》已有五十多年了。近期的报纸上多有经济学长

论，很多都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思想，

他教导我们：“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一定要联系世界，要扩

大眼界、多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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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师对经济学一如既往的关注与思考为我们生动呈现：

热爱，是永无止境的。

“我已不在地坛，地坛在我”

“初心、信仰，不是口中说的，不是书上写的，而是实

实在在地存在于实践当中。”王老师如是说。从刚接触党时

的懵懂，到对党形成精神上的信赖，不断上升为“党我合一”

的心境，他早已将对党的信念贯彻到在三尺讲台。

目光转移到老师背后的书柜，我们看着那些或年久泛黄

或崭新如初的经济学类著作，默默感慨道：老师一辈子都在

为党的教育事业默默耕耘，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密切关注。

党的事业与他所热爱的学术事业早已融为了一体。

寄语青年人：成为时代脊梁

“经济学的发展大有前途。”王老师语重心长地教诲我们，

“学习经济学，理论基础和实践同样重要。基础不牢问题就

会很多，不会实践就不懂经济学。”

王老师将社会发展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他说，

你们这一代处在中国发展的几个重大时间节点上。从“中国

制造 2025”计划到“2035 年远景目标和 2050 年远景展望”，

这一时期，正是你们这一代年轻人生命中风华正茂、正当奋

进的时候。中国经济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新时代青年要担负

起时代使命，学好专业课，做时代发展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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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别时，王老师取出自己写的诗集送给我们。在每一个

党的重要事件的纪念日，他都写有诗或词，或回忆赞扬、或

感悟思考，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对党的炽热情感。

窗户外不知何时细雨蒙蒙，时间已悄然流逝。老师回忆

入党初心时所说“个人所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党的事

业”这句话，我们已然了然于胸了。手中捧着的诗集，也感

觉沉甸甸的。

（作者：周欣然 ；指导教师：徐天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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