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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今年6月，结束了研究生在校第一

学年的学习后，我满心计划着开启假期

实习。这时，导师黄黎新却带来一个别样

安排。她告知我，假期可以跟着她的老师

林强学习，言语间满是对林强老师的称

赞，并向我强调这是一次极为难得的学

习机会。

在遇见林强老师之前，我心里直犯

嘀咕。听闻他已70多岁，想着这个岁数

的老人，大多在家含饴弄孙，悠闲地去菜

市场买菜，过着松弛的晚年生活。当时我

满心疑惑，跟着这样一位古稀老人，真能

学到什么吗？

怀揣着复杂的心情与这份质疑，我

初次见到了林强老师。他衣着质朴，脸上

挂着温和的笑容，全然没有我想象中老

者的暮气，反而格外亲切。见我略显拘

谨，林老师热情地招呼我坐下，还亲手为

我泡了一杯热茶。

林老师话不多，见面便递给我几本

画册，并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话：“做新

闻的，要吃苦。”后来我才了解到，退休后

的他没选择安逸度日，而是一头扎进了

四川省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中，甚至时常

驻守办公室。

共事的日子里，林老师给了我太多

震撼。每天清晨，当多数上班族还在睡梦

中挣扎，他已迎着微光出门，第一个抵达

办公室，开启一整天的忙碌。就连本该休

息放松的星期天，他的身影也常常出现

在办公桌前。我有时忍不住暗自思忖，这

般年纪了，何苦把自己逼得这么紧？

可随着协助林老师整理海量照片资

料，我渐渐懂了这份坚守的意义。上万张

照片，每一张都是他奔赴各地、风餐露宿

的见证，背后藏着难以计数的艰辛旅程、

熬夜无眠，以及对新闻事业、公益事务纯

粹的热爱与执著。硬盘里那些珍贵影像，

定格了震撼人心的贡嘎雪山，留存下偏

远地区孩子纯真质朴的笑脸。扫描、格式

转换这类繁琐活计，我做得手忙脚乱，林

老师却已驾轻就熟。

林老师常奔波在外，出差于各地是

家常便饭，办公室时常落锁，但只要他一

回来，屋内瞬间就被忙碌填满。而他去那

些遥远的地方，都可以说是回家，而不是

通常意义上的旅行。在他的笔下和镜头

中，展现的是一座座亲身攀登过的山，一

条条涉过水、甚至救过人的河，一所所亲

手摸过宿舍里棉被厚薄的学校，以及一

位又一位与他做了多年朋友的当地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听林老师讲起那

些帮扶故事。提到救助一位差点轻生的

麻风病患者时，他目光闪动，透着坚定。

30年前，一箱牛奶送去希望，此后30年

里，关怀从未间断，直至那位患者重拾生

活勇气，自力更生。这份持之以恒、润物

无声的善良直击我心底，让我看到平凡

善举蕴含的磅礴力量。

林老师还常奔赴海拔4000多米的

高原地区，那里环境恶劣、氧气稀薄，年

轻人去一趟都要鼓足勇气，他却毫无惧

色。林老师用行动为我竖起一面鲜明旗

帜，诠释何为坚持、何为奉献、何为热忱。

而这般宝贵的精神财富，课本里寻不到，

安逸生活里更是无从触碰。此刻，我才真

正理解了导师的良苦用心。

实习临近尾声时，林老师送给我一

本书，没有过多的言语叮嘱，只是轻轻地

拍了拍我的肩膀。此后数月，每当我翻开

书，便会想起林老师忙碌的身影。他不仅

教会我扎实的专业实操本领，更以身作

则，将坚守、扶危济困这些熠熠生辉的品

质深植我心间。

林老师是一个榜样，让我懂得人生

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我也期待

着能将林强老师的故事分享出去，让更

多人汲取这份向上的力量。

今年是邹红在西南财大任教的第15年，

她一直承担本科的《宏观经济学》教学。探索

财经领域拔尖创新人才教学方法、上好学生

喜爱的“金课”，这是一直萦绕在她心间的目

标和追求。

“一定要开展有组织教学。”10年前，邹

红组建“邹邹科研训练营”学术团队，目的

是以有组织的科研带动有组织的教学，破

解知识应用、实践研究、跨学科素养等人才

培养问题，让学生在学术的浸润中提升学

术品格。

每周的组会课是“邹邹科研训练营”的

重要“阵地”。邹红的组会课有两个特点：一

是本科生、硕士、博士“混学段”参与；二是

除了经济学领域，学生专业涵盖应用数学、

计算机等领域，实现“跨学科”交流。

“组会课由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实

践，引领我走进了学术的殿堂。”西南财经

大学大四学生王佳豪对训练营的学习生活

记忆犹新。

两年前，王佳豪刚踏入“邹邹科研训练

营”时，还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方

法性课程还未开始，理论性课程刚刚入门，

对实证研究和代码编写一知半解，我在学

术上完全是一张白纸。”王佳豪说，“训练

营”还要求每位同学负责一个科研项目，这

对大二的他来说是巨大的挑战。

对待这样一个科研“小白”，邹红给予

了极大的耐心，从题目到立意，乃至文字表

达、细节，她都给予学生全面指导。组会上，

邹红从经济学重大现实问题入手，谈到女

性劳动力“产而不休”“迁而不工”等研究话

题，引发了王佳豪的强烈兴趣——经济学

研究原来可以这样切实、这样有用，他迅速

“入门”“上手”。

在邹红的口中，抽象的曲线图和公式

摇身一变就成了理解现实、指导决策的工

具。课堂上，她一边讲解具体的研究内容，

一边分享其中蕴含的科研“心法”。“要从重

要的现实问题中提炼学术问题，从实际出

发，做能经得住学界、业界、政府部门考验

的研究……经济学研究要与理论相呼应，

更要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要坚持

‘深入打洞’，甘坐冷板凳。”

组会上，邹红鼓励每位同学发表见解、

参与讨论，即使是本科生的发言也能得到

整个团队的回应；组会之外，团队成员的传

帮带让每个成员都有成倍的力量。

邹红说：“科研育人是培养学生创新思

维和能力、塑造创新精神和科研素养、为国

家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她组建的

“消费经济与劳动经济科研团队”，以服务

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根本目的，坚持人才

培养“全面发展观、人人成才观、系统培养

观”，走出了一条人才自主培养的科研育人

新路径。

榜样
成都体育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

2023级研究生 郑好

“大家摸摸自己的钱包，现在你还舍

得花钱么？”面对学生关于“消费低迷”的

问题，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邹红打

趣地问。“花现金舍不得，线上消费‘不眨

眼’。”一位学生的回答引起教室里一阵笑

声。

“可见，网络是当前重要的消费场景。”

邹红进一步阐释，消费行为并非简单、孤立

的经济活动，而是收入水平、资产配置等内

部因素同消费政策、宏观经济环境等外部

因素相互联系的多元系统。

这是邹红最近在课堂上与学生的一次

互动。她从身边事切入，为学生讲解如何用

经济学眼光看待现实问题。

如何引导学生将所学理论知识与国家

重大现实问题有效结合，进行深入系统研

究，是经济学教育的一个难点。10余年来，

邹红探索、开创“邹邹科研训练营”学术团

队品牌，探索出了一条“前沿理论探索+科

研训练+社会实践”育人新路径。

2003年，在著名消费经济学家、湖南师

范大学教授尹世杰家中，80岁高龄的尹老

师正给 5 名研究生授课，一讲就是 4 个小

时，邹红正是其中的一名学生。其时，她因

晚上熬夜学习而昏昏欲睡。尹世杰也不恼

怒，只是给她端来一盘点心，继续上课、提

问，表示“多被提问，人就清醒了”。

后来，邹红渐渐明白，保持专注力和深

度研究力的最好办法，是不停地听问题、找

问题、想问题、解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经济学伴随我国

市场经济而发轫，而以往消费理论都是以

西方消费函数理论为主进行拓展，不能适

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构

建中国自主的消费经济理论体系任重道

远。

毕业后，邹红接过恩师的“接力棒”，在

相对冷门的消费经济学学科深耕，探索出

一条将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的科

研路径。

邹红聚焦自己为首席专家承担的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地方经济重大课题，

以问题为导向，带领学生参与科研项目，

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和创新精神，开展前

瞻性、应用型研究，与政府部门紧密合作，

带领学生参与地方经济规划和政策制定，

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和人民的社会责

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善于解决问

题的实践能力，也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持

续动力。

近年来，邹红及其团队夜以继日、马不

停蹄地为中国自主消费经济理论体系“筑

基”，围绕经济金融领域重大风险、经济复

苏、地方债、稳外需、退休潮、人口负增长、

女性农民工“迁而不工”、稳定劳动参与率、

发展银发经济等问题，找到了团队科研育

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地方经济发展的新

路径。

“新发展阶段，我国未来消费经济理论

研究应构建融合供需互动、长短期动态、跨

学科视角的中国自主消费理论体系。”邹红

说，她将带领团队持续提升理论体系的现

实解释力和指导性，为国家经济健康发展

贡献智慧和力量。

肖翰是西南财经大学一名留校任教的

经济学博士生，正站在学术生涯的十字路

口，面对浩瀚的经济学理论与复杂多变的

现实国情，他既充满憧憬，又倍感压力。

“心中有家国，立意方能高远，学术才

有品位。”为了帮助包括肖翰在内的博士生

们更好地成长，邹红坚持将宏观理论与微

观实践相结合，以学术研究的现实意义锤

炼学生的学术品格，涵育学生的家国情怀。

课堂上，邹红会引导大家讨论当前国

家经济发展中的热点问题，如数字经济、提

振消费、绿色转型等，鼓励学生将所学理论

应用于实际问题的分析中。她始终主张：

“作为经济学人，研究不仅要深入学术殿

堂，更要走出象牙塔，心系国家发展大局。”

“训练营”中，邹红特别注重培养学生

的科研耐心与毅力。她践行和传承“坐得住

冷板凳”的精神，告诉学生，科研不是东拼

西凑，需要以耐心和毅力钻研现象与现象

之间的本质联系。

在一篇经济研究论文的修改过程中，肖

翰在回复审稿人提出的尖锐意见时遇到了

瓶颈，邹红向他分享了自己在科研道路上遇

到的挑战，甚至通过亲身实地走访调研，来

解答学生心中的疑惑，让肖翰和博士生们认

识到“科研无捷径，唯有勤奋与坚持”。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2011年起，

邹红连续14年带领学生深入川渝等西部地

区农村进行调研，同时邀请企业、政府部门

的相关专家走进课堂开展100多场活动，与

学生交流经济实践难题与解决方案，帮助

学生了解政府、企业关心的问题，培养学生

理论结合实践的能力。

邹红非常注重学风建设和批判性思维

的培养。她经常在课堂上强调学术道德的重

要性，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观念，细致

讲解如何正确引用文献、避免学术不端行

为。讨论中，她经常提出开放性问题，引导学

生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激发创新思维。她

鼓励学生尝试跨学科研究，打破固有思维方

式，将经济学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地理学

等相结合，探索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经过5年多“邹邹科研训练营”的培养，

肖翰及同门在学术道路上取得了显著进步。

他们不仅掌握了扎实的经济学理论，还学会

了如何将理论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中；更

重要的是，他们学会了如何在科研道路上保

持耐心与毅力，坚守学术诚信，不断提升自

己的学术品格与品位。凭借出色的研究成

果，肖翰获得了全国“学术新星”的称号。

开展“有组织”教学 涵育学生学术品格

从现实问题入手
以学术浸润育人

邹
红

■ 本报记者 鲁磊

服务经济发展 构建中国自主消费经济理论体系

心系国家发展 提升学生学术品位

接受采访的邹红。 闫文静 摄

邹红（后排左一）在组会课中与学生交流。 图片由学校提供

林强教一年级学生写字。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