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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励广大教师热爱教育

事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推动各项教育事业全面发展，本报特

推出“四川优秀教师典型代表风采”栏目，宣传展示全省教育战线

涌现的优秀典型。

李毅

铸思政教育之“魂”
思想政治教育是辅导员工作的主责主

业，李毅更是学院本科生党建工作的负责

人和本科生第五党支部书记。因此，怎么调

动学生的积极性，让他们爱上思想政治课，

就成了亟待他解决的问题。

李毅在党建工作中摸索到调动学生参

与思政活动的好方法——构建一个思政教

育工作矩阵。从 2018 年到 2022 年，李毅组

织开展了“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改革开

放4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建党100周年”等主题活动100余期，覆盖

20个省份、2000余名学生党员和入党积极

分子深入开展实践教育活动，被人民网、新

华网多平台报道。2021年，李毅还参与了教

育部思政司指导的“榜样！你好”栏目录制。

在这里，他同来自全国的100位优秀思政工

作者相聚，共同探讨思政教育的心得体会。

渐渐地，李毅构建的工作矩阵，在校内

外形成了品牌效应，引导了越来越多的学

生自觉提交入党申请书，也鼓舞了越来越

多学生将国家的需要放在了第一位，自愿

进入国防重点单位和基层一线从事科研工

作。

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也是李毅工作的

重中之重。李毅有一个坚持了十余年的习

惯——每天浏览学生的 QQ、微信等社交

平台状态；通过每周至少 6 次下宿舍和深

入课堂，与同学们谈心谈话；通过学生骨干

侧面了解班级和宿舍同学的变化……这些

细微的举动，帮助李毅有效地把握了学生

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将问题处理在萌芽阶

段。

一名 2015 级的本科生令李毅记忆深

刻。在大二时的一次偶然谈话中，李毅便察

觉到他有着不符合这个年龄的“深沉”。在

发现“异样”后，李毅及时与这位学生的父

母进行沟通，并亲自带着学生前往医院诊

断，诊断结果为中度抑郁。接下来的 3 年

里，李毅一直陪伴、配合着学生的心理治

疗，给予他更多的关心和帮助。3年后，这名

学生不仅顺利毕业，还重拾了对学术的兴

趣，考上了学院的研究生。

在辅导员的岗位上“发光发电”

1986年，因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

我和孙前、孙光骏在泸定相识。当时，孙

前是泸定县委副书记，孙光骏是县政府

工作人员。就是那次，我知道了仙人掌会

结一种果子，味道清香、维生素丰富，可

以调理身体。它生长在大渡河峡谷山岗

坪一带，当地人称“仙桃”。

孙前不是本地人，却对“仙桃”的好

处了如指掌，说起来头头是道。他提到，

这些“仙桃”在为茶马古道的背夫提供过

生活保障，也为红军路过泸定时立过功。

他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但无法佐证。直

到2021年，我拍一部老红军的纪录片

时，见到了106岁的老红军曹守成，才详

细了解到“仙桃”背后的故事。

曹守成对我讲了部队从天全县撤退

到泸定县岚安乡的那段历史。他说，在岚

安乡休整时，有不少战士肠道不通，三四

天都无法排便，浑身难受。当地有经验的

老乡知道后，叫红军去采摘“仙桃”吃。曹

守成和战友担任了采摘“仙桃”的任务。

这些果子大都生长在大渡河峡谷的

崖壁上，仙人掌长满了刺，刺中还含有毒

素。在采摘过程中，不论你怎么防范，都

会被仙人掌上的刺扎伤。悬崖边没有路，

好多狭窄的地方只能放下一只脚，稍不

注意就会跌落悬崖。采摘时，既怕被仙人

掌扎到手，又要防备脚下踩空。曹守成就

亲眼目睹了一名战友摔下悬崖丧生的过

程，80多年来，那个悲痛的场面一直留

在他心里。后来，曹守成和战友们汲取教

训，尽管被仙人掌刺得钻心的痛，也要咬

牙把脚站稳。仙人掌上的刺一针一针地

钻进了曹守成的肌肉和血液中，两手很

快变紫变红，肿得像个馒头，好几天症状

才缓解。好在“仙桃”真管用，战士们吃了

以后，一两天大便就畅通了，脸上的笑容

也多了起来。很快，部队恢复了战斗力。

曹守成也得到了他的第一次嘉奖。

我告诉曹守成，自己1987年也吃过

“仙桃”，下次去泸定的时候，一定给他带

一些回来，他像小孩儿一样笑了。

今年深秋，我同孙前再次来到泸定，

与老朋友孙光骏见面，见到他的第一句

话，就是希望他带我去岚安乡，去找野

“仙桃”。

在岚安乡，我们不仅看到了红军医

院旧址和上世纪60年代修复的红军标

语，还走了一趟茶马古道。当我站在90

多年前哈姆教授拍摄茶马古道的原位置

时，我惊喜地发现，即便跨越近百年，山

还是那座山，路还是那条路，崖边的石头

也没有变。虽然路边长满了野草，但“仙

桃”依旧还在，我们在大渡河的第一湾

处，拍摄到了成片的野“仙桃”。

透过红彤彤的“仙桃”，能看见大渡

河边一排排的扶贫新居。这个画面证明

了10年来的山乡巨变和人民生活水平

的改善。如果老红军曹守成能看到这些

变化，他一定很开心。想到此，我准备把

岚安乡当年红军医院旧址和大渡河美丽

“仙桃”的照片印制出来，在曹守成108

岁生日的时候献给他。

我知道他心里一直有“仙桃”，一直

有岚安乡。

（作者系全国模范军转干部、全国德

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从电子科技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

院本科毕业获得保研资格后，李毅便留在

这里，担任起了光电学院的辅导员，至今

已过去12年。12年中，李毅先后带过7个

本科年级、80 余个班级、2400 余名学生

……这些年，他自己也先后获得了辅导员

素质能力大赛全国二等奖、四川省一等

奖、四川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等荣誉。

2018年，他被破格聘任为学校首批资深辅

导员。最近，他又获得了第十三届“高校

辅导员年度人物”的奖项，也是四川省第

二位获奖的辅导员。

从电子科技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

院的学生，再到学院的辅导员，12年来，李

毅走过的每一步都在兑现自己的目标：

“为国家培养出更多能解决电子信息领域

‘卡脖子’问题的人才。”

在学生心里，李毅是个什么样的辅导

员？2017级学生徐盛在毕业寄语中写道：

“虽然只相处了一年，但是您身上的专业

精神让我钦佩！”在很多“00 后”学生眼

里，这位大他们15岁的辅导员，似乎与他

们毫无代沟，永远面带微笑，让人信任。

参加工作以来，李毅共负责了6个毕业

班年级的就业工作，大家戏称他为“毕业班

专业户”。“做毕业班的辅导员，就必须及时

为学生的就业创业‘排忧解难。’”李毅说道。

在为学生解决创业、就业工作上，李毅

积极发挥电子信息专业优势，组织“云端就

业”专场招聘，积极拓展用人单位；他一直

坚持每周与就业学生一对一交流，每份简

历反复修改，每个offer全面分析；同时，他

还对建档立卡家庭学生、身体残疾学生、学

业后进学生给予了特别关注，为他们提供

更有针对性的就业指导。

在精细的就业指导中，李毅带的毕业生

连续3年实现一次性就业率保持在95%以上，

就业满意度超过98%，其中50%的毕业生进

入国防军工、基层单位建功立业，建档立卡家

庭和贫困家庭毕业生就业率达到100%。

今年7月，李毅的QQ还突然多了一名

学院其他年级本科生的好友申请。通过之

后才发现，原来这名2019级准大四学生是

被学长学姐“安利”来的，希望李毅帮忙修

改简历和提供就业指导，李毅也毫不犹豫

地答应下来。不久后，李毅某天打开 QQ，

便收到了这位准大四学生的留言：“老师的

指导太有用了，学长学姐他们一直都这样

说，接下来我也要向其他人‘安利’！”

在给学生做职业生涯规划时，李毅经

常以自己选择的辅导员职业作为例子：作

为一名本硕博均为电子信息专业的工科

生，如果当年进入相关行业工作，也许他能

收获的物质回报会更加丰厚。但是，因为热

爱学生工作，他认准辅导员这个职位，一直

坚持到了现在。

李毅也曾陷入迷茫：自己的核心竞争

力在什么地方？我还能为学生的成长做些

什么？如何更好地提升育人能力？”2016年

12月，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召开

为他拨开了迷雾。这场会议让李毅意识到，

辅导员除了要沉得下去，更应该看得更远，

要站在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的全局去开展

工作。

“这场会议让我茅塞顿开，我意识到自

己应该打开格局。做辅导员要站得高一些，

思考如何为党和国家培养人才。能够为党

和国家培养电子信息领域的精英人才，给

我带来了价值感与成就感。”李毅这样说。

“为学生提供管理服务是辅导员的本

职。”李毅说。作为学院学生科科长，同时挂

职学校学生工作部部长助理，李毅一直积

极参与学院“电子信息＋学生工作”的模式

构建，学生也在他的带领下，“发光发电”。

李毅连续10年组织“走进光电系列活

动”，每年开展主题活动100余场次，覆盖全

体学生，促使不少学院本科生对于光电学

科产生科研兴趣；这些年里，他累计开展出

国交流、课程辅导、科技创新等主题活动

200余场；搭建能力提升平台，组织光电设

计竞赛、电子设计竞赛、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等科技竞赛和科研创新活动，学生发表

SCI、EI论文40余篇。

在他体系化、精细化的指导下，学生深

造比例从2010级的58%，提高到2015级的

79%，再到 2016 级、2017 级的 82%，一届届

毕业生自发地在电子信息领域解决“卡脖

子”技术，其中不乏“王大珩光学奖”“清华

大学苏世民学者”获得者。

李毅开展学业指导不仅是普适性的，

还具有针对性。在学业指导帮扶过程中，有

一位降级的学生让他感触颇深。这名学生

本是 2013 年入学，但是一路降级到 2015

级。李毅在交流中发现，这位学生存在着学

业和心理的双重“负担”。怎么才能让学生

走出阴霾，回归正轨？李毅决定双管齐下，

在既解决他学业问题的同时，兼顾学生的

心理健康教育。在随后的工作中，李毅对这

名学生给予了“重点”照顾：每周情绪疏导、

请任课老师辅导课业、协调优秀学生讲解

题目、与学生畅谈未来发展、倾听学生的喜

怒哀乐。……

在大家的共同帮助下，这名同学顺利

毕业并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在领取毕业证

的时候，他深深地向李毅鞠了一躬，对他

说：“感谢您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放弃我！”如

今回想这一幕，李毅仍然感慨不已。

固学生管理之“本”

解学生就业之“难”

“仙桃”献给老红军
■ 林强 文/图

校园里，李毅（中）和学生亲切交流。

大渡河峡谷的崖壁上，仙人掌上结满

了红彤彤的“仙桃”，对岸河边，矗立着一排

排的扶贫新居。

本报记者 张玥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读初二的小女儿最近迷上了收藏

小物件，但却偏偏又不叫作收藏，倒是

不知道从哪儿得来个文艺十足的叫法

——“幸福手账，记录时光”。当她把

我脸上的浅笑解读成对她的不以为然

后，开始试图说服我：“妈妈，你想啊，

生活中每做一件事都是有痕迹的，但

时间使人健忘，所以用一件小物品记

录那段时光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说完后，女儿摇着我的手臂，兴致

勃勃地找我讨要一些年代久远的东

西：“妈妈，妈妈，你很多年前回外婆家

的火车票还有吗？给我一张吧？还有

信封呢，你那么多的信封，能不能送一

个给我呢？”被女儿这样的情绪感染，

原本静坐看书的我起身，打开那些收

藏旧物的抽屉，开始陪着她找各种小

物件。

抽屉的最上层，是我收了许多年

的两叠旧信件，用白色袋子严实地包

裹着，想着能防尘防潮便好，丝毫没想

到还可以包得美观些。我抬眼看了下

女儿，果然，她的语气里便有了些不以

为然：“妈妈呀，这么珍贵的东西，你也

不用个好看些的或者结实些的袋子给

它们包好。”一边说着，一边小手不停，

利索地打开了包装，拿出了信件。

找了一会儿，女儿就找到了自己

喜欢的东西——一张生肖邮票、两张

民居邮票，如获珍宝地收了起来，走到

了自己的房间。我整理好抽屉，受好

奇心的驱使，也走到了她的房间。

坐在书桌前的女儿，面前放着一

个大大的文件夹，她正小心翼翼地将

邮票放到文件夹里。那个文件夹，当

时她说要买时，我还觉得奇怪，大而笨

重，不知道她拿来做什么，原来是用作

记这幸福手账了。

看到我进了房间，她便开心地与

我分享起来，一页一页地翻给我看。

文件夹里收着的都是一些在普通不过

的小物件：一张同学亲手制作的签名

卡片，某次购物的清单，几张和家人同

看的电影票，还有外出游玩时的车票

船票……这些平常的小物件都被她认

真地收藏着，每一件的边上都用标签

纸写着日期地点和当时在一起的人，

有些还用三言两语记录着当时心情。

望着快乐地向我解说着一张并不

起眼的小卡片背后故事的女儿，忽然

就明白了她开始说的那八个字的含意

——幸福手账，记录时光。

是的，生活中有许多像这样不起

眼的小物件，一次用心的收藏就是给

它们打上了时间和记忆的标签。而生

命里那些渐渐远去的场景，因为有了

它们，才会在许多年后的某一瞬间，得

以重新在记忆里鲜亮起来。那些曾与

它们有关的人与事，会像旧电影一般，

从眼前走过。

一如此刻，在女儿的幸福手账前，

我仿佛望见了时光的那头，那个依然

少年的自己，正在收信、拆信、读信、藏

信，和她一样，快乐地收藏时光。

女
儿
的
幸
福
手
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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