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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化学学院教师团队始终

牢记艰苦奋斗、科研报国的初心使命，

弘扬科学家精神，肯下“数十年磨一剑”

的苦功夫，不断实现原始创新突破，争

当新时代爱国科学家典范。冯小明、王

玉忠院士几十年如一日，几乎没有休过

节假日，始终践行勇攀高峰、敢为人先

的创新精神。从冯小明院士享誉世界的

“冯反应”到王玉忠院士的“绿色无卤阻

燃新理论和新方法”，团队实现了一次

又一次的重大科技突破。

团队发扬严谨治学、甘为人梯、奖

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大力发挥识才、育

才、用才的导师作用，培养了一批听党

话、跟党走、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中青年人才，先后培养出 2 位院士、12

位国家级领军人才、21位国家级青年人

才，形成一支以中青年为主、老中青相

结合、在世界上具有引领水平的一流科

研队伍。

团队教师获全国创新争先奖奖章、

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三八红旗

手、四川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国青

年女科学家奖等荣誉。

初入校园，总感觉学校少了些

许生机，缺少朝气。“我们能否抓住

‘五四节’契机，来一场文艺演出。”

新任校长的我提议，得到大家一致

赞同。

各班准备井然有序，我心中窃

喜。

一天，我正准备出门，小石（化

名）喘着粗气拦住了去路，他很激

动，带着几分怒不可遏。

“我要举报我的班主任。”他满

怀怨气地说。

“为什么？”

“他不让我参加班上的课桌

舞。”

“我们本次活动就是要求全员

参与，我保证你能参加，相信我！”小

石高兴地离去。

“校长说我能参加。”我知道那

是他在向其他同学炫耀。

下午，我找到了小石的老师。了

解到他3个月大时，母亲离家出走，

从此小石成了没娘的孩子。随着小

石渐渐长大，他精神上的问题愈发

显现出来，时常边尖叫边攻击他人，

父亲对他的学业不抱任何期望，加

之家境贫穷，父亲对他只有听之任

之。

“唉，真是个苦命的孩子。”晚

上，我怎么也不能入睡，思绪杂乱，

有对小石草率表态的后悔，也有对

他身世的悲悯，还有对班主任的理

解，更有对特殊教育的反思。但有一

点是笃定的——我该给他的生活加

块糖。

次日，我刚开房门，发现小石已

在静静地等候。我明白，他是来求证

我昨日的承诺。

怎么办？思来想去，我鼓励他干

脆来个独唱，唱好了一定有奖状。

“怎么算唱得好呢？”他眉头紧

锁地问。

“能完整地唱完一首歌就行。”

我鼓励他，“你能行的！”

小石咬咬牙答应了。我给了他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的歌单，他

拿着歌单吹着口哨跑跳离去。

一个闷热潮湿的中午，我在操

场散步。“龙校长，我唱给你听。”回

头一看，小石来了。

虽然没有伴奏、没有话筒，但听

起来是那么字正腔圆，是那么悦耳

动听，声音就如清水洗过一般纯净。

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从一个智残孩

子口中开出的花朵，他居然懂节奏、

知高低，还唱得宛转悠扬，我流泪

了，我有责任给他的生活加块糖，让

他品尝到成功的甜美，不该忽悠，不

能推辞。

演出如期而至，优美的旋律响

起来，小石登台了。舞台上，他边唱

边舞，声音中带有几分沙哑，但十分

动情。歌曲的旋律如同一只小鸟，飞

舞在我的心灵上空，让我感受到那

颗炽热的、向上的心。

一股莫名的感动涌上我的心

头，我闭上双眼，细心倾听。曲终的

那一刻，小石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

全场。掌声响起来，只是这次的掌声

不同以往，那是大家发自内心对他

的钦佩。都说音乐是生活中最美妙

的礼物，它让我们懂得了爱与被爱。

小石的这一曲也给我带来了无尽的

喜悦和温暖，让我找到了今后工作

努力的方向。

当奖状拿在小石的手上，我看

到了他的眉飞色舞、嘴角上扬。读书

9年，他头一回领奖。这张小小的奖

状，它的珍贵不在于奖状本身，而在

于它是对小石的认可。

后排的大姐告诉我，一个多月

来，小石夜夜歌唱。一张歌单、一个

纸卷的话筒，一个人尽情歌唱……

大姐的描述让我感动，让我看到了

小石努力的模样。“孩子，这不是我

给你生活加的糖，而是你努力给自

己的生活加块糖。”

其实，小石和我们一样，也有憧

憬的诗和远方。当他努力地奔跑在

比我们更曲折的人生之路时，作为

老师，我们应该主动给他的生活加

块糖，让他看到希望的光。

春日清晨，我刚进教室，就被一股

淡雅的香气吸引。抬头一看，只见讲桌

旁的一个绿色塑料瓶里，新插了一束

清雅的白百合，茎叶顶部的几个花骨

朵饱胀得马上要破裂似的。“好美的百

合花！谁送的啊？”我一边俯身欣赏；一

边笑着向孩子们问道。教室里沉寂一

会儿后，坐在前排的王晓宁发出了柔

柔的声音：“老师，我姐姐昨天结婚了，

她从花店里买了好多百合花，我特意

拿来一束送给您。白百合象征着高贵

和典雅，还代表结婚后的两个人，能白

头偕老！”我被王晓宁的稚语逗乐了，

轻声说了句“谢谢”，随后把这束花交

给她来照管，希望白百合的芬芳能给

全班带来好心情。王晓宁看了看我，粉

嘟嘟的圆脸上透着欢愉，把我的心也

衬得一片光亮。

清明节前夕，我的鼻炎发作了，浑

身难受。午休时间，我简单喝了杯热牛

奶，便趴在桌角睡着了。不知过了多

久，我被一缕淡雅的薄荷香熏醒，睁眼

一看，我的身上多了一件干净的蓝色

校服，薄荷香正是从这件校服里传出

来的。我正在疑惑，却发现前座的林彤

彤正一脸温柔地望着我，嘴边露出一

丝微笑。见我醒来，林彤彤连忙起身，

提醒我先不要把身上的校服拿下来，

免得着凉，同时将一个装着绿色液体

的小瓶子递给我。彤彤神秘地告诉我：

“老师，这里面装的是风油精，只要将

它往太阳穴处滴上两滴，再用手轻轻

揉捏，病就好了。我奶奶常用这种办法

给我治感冒，挺管用的！”我被彤彤的

善良所感动，轻轻打开瓶盖，小心地往

太阳穴处滴了两滴，再用拇指轻轻按

揉着。说也奇怪，我的鼻塞现象似乎真

的减轻不少。望着我舒缓的表情，彤彤

的脸变成了一朵好看的太阳花。

春夏之交，我的牙疼病犯了，右腮

肿成馒头样。为了不给班内的几十名

学生拖课，我只得靠吞食止疼药片来

上课。周一上班，雾大堵车，我赶到教

室时，发现学生已经到齐了，正安静地

在上早自习。我刚在办公桌前坐下，便

发现笔筒旁放着一只红苹果，又大又

圆，看着诱人。“谁的苹果？下课领走。”

我随口嚷了一句，埋头批起作业来。下

课铃声响了，学生们鱼贯而出涌向操

场去活动。这时候，我看到前排的小个

子女生苏果果怯怯来到我身边，红着

脸向我说道：“老师，这是一个幸运的

苹果，我奶奶说病人吃了它，几天就会

好起来。对了，一定要带皮吃，可灵验

啦！”说完这番话，苏果果突然变得害

羞起来，不等我回话，便急着跑出了教

室。凝望这只泛着光泽的红苹果，我瞬

间双目潮湿，因为我看到了一颗晶莹

剔透的童心。

秋日午后，我利用孩子们去操场

自由活动的空档，趴在讲桌上小寐。不

知过了多久，我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

音惊醒，定睛一瞧，是几名女生围着我

在窃窃私语。见我醒来，大家即刻收紧

嘴巴，一个个如鸟雀状回到自己的座

位。“孩子们，作啥妖呢？”我一边坐直

身子，一边揉着眼睛调侃她们。“嘻嘻，

我们几个在给老师设计新发型呢！”学

习委员吴妙涵抢先回答了我的问话，

随后向我道出了实情。原来，孩子们趁

我午睡之机，悄悄凑到我身边，认真琢

磨起我的长相。她们见我面庞圆润、鼻

梁挺拔、头发又黑又密，便认定梳条麻

花辫一定好看。闻听此言，我笑着唤来

王丹丹，让她帮我编辫子。王丹丹的手

很灵巧，只一会儿工夫，一条蓬松的麻

花辫就编好了。我好奇地揽镜观瞧，确

实好看。一阵浅笑过后，我随手从桌边

的花瓶里摘下一朵盛开的紫云英，轻

轻别在发梢。

冬至逢雪。当我驱车赶到教室时，

发现班里的孩子已然到齐，都在安静

地抄写黑板上的词语。我轻轻地在办

公桌前坐下，正打算批改手边的几本

大作文，目光却被压在桌角的一张粉

色字条吸引：“老师，今天有点儿冷，记

得多喝热水！”面对这明显右倾的字体

和温暖的言词，我莞尔一笑，情不自禁

地将目光移向前排靠窗一侧的晴儿。

只见身材矮小的她，正扭着身子，艰难

地在用左手写字，一张圆脸上挂着两

抹常年不散的红晕。晴儿是个身体略

有残疾、语迟且害羞的孩子，不喜欢在

大众面前吐露心事，却喜欢用字条默

默地向我表达情感。每逢换季，或赶上

一些特殊的节令，她都会在一张特制

的小字条写上一两句话送我：“老师，

最近温差大，小心感冒！”“老师，节日

快乐！记得常微笑哦！”“老师，茶能明

目，日常要多喝。”……时间久了，我很

珍视这些蕴含温暖的小字条，并将它

们逐一藏在教学日志本的扉页里，借

此激励我在立德树人的道路上躬身前

行。

西方有句谚语：把幸运的人丢到

河里，他都能口衔宝物而归。我想我大

概也属于那种幸运之人吧。从教 35

年，临近退休的年纪，仍不改育人初

心，原因很简单，就是常会忆起那些可

爱之人和可爱之事，事事盈怀，件件铭

心。它们如磁石般吸引我在自筑的巢

房里，为我挚爱的学生酿制最甜的蜜。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教师团队始终坚守“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重要使命,始终牢记科研报国的初心

使命，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先后在自己的平台上培

养出2位院士、12位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等国家级领

军人才和21位国家级青年人才，形成一支活跃在国

际学术前沿、在国际上学术辐射力强、老中青结合的

卓越教师队伍，打造出一支“合成化学”领域的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

团队形成国家级教学团队，构建了“教科同一”的

课堂教学新理念，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培

养出一大批国家栋梁；聚焦科学前沿和国家需求，把

解决重大科学问题、重大技术和工程问题作为使命和

追求，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突破性成果，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为国家科技创新作出了重要贡

献。

团队始终弘扬科学家精神，甘坐“冷板凳”，涌现

出一大批新时代爱国科学家典范。团队教师入选“全

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获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全国三八红旗手等称号，荣获国家级科学技术奖

4项、全国创新争先奖2项、杰出教学奖1项、中国青年

女科学家奖、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2项、四川省先进

工作者2项、四川省杰出人才奖2项等省部级和重要

协会奖励4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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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化学学院教师团队探索

实践“科研+党建”新模式，率先在科研

团队或学科方向上建立由本科生-研究

生-专业教师组成的师生混合党支部，

将党建与学生培养、学术科研紧密结

合，推行国家级人才任支部书记、院士

党员讲党课，获教育部首批“百个研究

生样板党支部”、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

织、四川省优秀共产党员等多项荣誉。

——打造了全员参与的浸润式思政

育人机制：团队以培养学生核心胜任力

为着力点，将家国情怀、行业理想和学术

精神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增强学生立

足专业和服务国家需求的意识，涌现出

一批三全育人典型模范，获全国“杰出教

学奖”1项、四川省教书育人名师2项、四

川省杰出人才奖2项、省级课程思政示

范教学团队等。近5年培养的毕业生中

有60%以上优秀人才扎根西部，在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贡献青春力量。

——构建了“教科同一”的课堂教

学新理念：团队坚持以卓越学术引领教

育教学改革与实践，全面实施高水平人

才主讲本科课程制度，形成了“国家级

人才、科研成果、前沿动态、科技热点、

顶尖在线教育”的“五进课堂”举措，凸

显课程教学的前沿性、时代性和高阶

性，实现科研教学资源互通、教学和科

研团队融合同一。团队获“全国高校黄

大年式教师团队”、国家级教学成果二

等奖 1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10 项，建设

国家精品课程 1 门、国家级一流课程 6

门、四川省一流本科课程14门。学生获

互联网+国家级金奖、挑战杯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奖、全国大学生化

学实验竞赛特等奖等奖励。

四川大学化学学院教师团队勇于

创新、顽强攻关，在手性分子科学、高分

子材料绿色无卤阻燃等领域取得了一

系列重大的突破性成果。

冯小明院士创造了第一个以中国

本土研究工作命名的有机人名“Ros-

kamp-Feng”反应，获未来科学大奖-物

质科学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陈嘉

庚科学奖等。

王玉忠院士在环境友好高分子材

料领域取得了重要的基础和应用研究

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国家技

术发明二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各1项，被国际同行评价为“所研究领域

的引领者”。

团队积极推动科研成果转化，绿色

阻燃新材料技术打破了发达国家阻燃

产品的“绿色壁垒”，占全球市场超过

80%的份额；水-有机两相烯烃氢甲酰

化清洁技术打破了国外在该领域的技

术垄断，填补了我国高碳醇技术和产品

空白；基于机动车尾气净化催化剂技术

创建的中自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功登陆A股；聚乳酸化学闭环循环技术

实现转化许可费1亿元。

团队创建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基础科学中心、绿色化学与技术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等15个国家/省部级创新平

台，形成了一支“合成化学”领域的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

“科研+党建”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

肯下苦功 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不断突破 形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给他的生活
加块糖

■ 龙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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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
祥
菊

冯小明院士在实验室指导学生实验。

王玉忠院士指导年轻教师及博士研究生工作。

文图均由四川大学提供

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