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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眼里的校史都不一样

青年学子眼中的百年校史
编者按：有人说：“现在主动了解历史的年轻人越

来越少了。”但也有人说：“只有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
才能知道我们去向哪里。”历史终究不应该被淹没。为
此，校报编辑部发起了“武城院学子读校史活动”，希冀
这群青年学子能够从百年薪火的厚重之中读出属于他
们的希望。

只有知道了我们从哪里来，才能知道我们去向哪里

年年祭扫先人墓，处处犹有长春风。今

年清明节又伴着春雨如期而至了。瞧！天

上的云黑压压的一片，溢出一条条由思念组

成的线，冷冷的拍打着路上的行人。是不是

老天爷也对这个特殊的日子充满敬意？让

这一天多了几分肃穆，庄严。

十九大会议上“勿忘初心，牢记使命”的

主题思想一直在脑子里盘旋，前有清明，后

有五四，都不得不让我们在享受幸福美好今

天的同时，去追忆，缅怀那些在中华民族面

临生死存亡的危险时刻，挺身而出的烈士。

这份情感引导我们翻开红色外壳的武汉城

市职业学院校史。“现在富国强兵，当先注重

教育。以师资为重。你等今日造成师资，将

来为人师表。”这是张之洞先生以总督的身

份莅临学堂所作的校训大意。看在眼里，通

到心里，竟然泪目，不禁想问，他们是怀着一

种怎样的决心来救国救民？

学校这些知识，你了解吗？

1906年学堂正式开学，也就是说可以追

溯到光绪年间，从这点来看，我校历史还是

相当悠久的。在张之洞先生的高度重视和

学堂师生共同努力下，两湖师范学堂成为当

时全国师范学堂的翘首。经过数易其名，从

1904年到现在也走过了114年的春秋。

在2007年之前，我校大多以师范专业为

主，随着后面慢慢完善，师范专业规模慢慢

缩减，高职高专类专业也渐渐涌现，2012年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合并上武汉工业职业学

院做大规模。分南北两个校区。

读校史
我读出了纪念与敬仰

“看到校史上早期校友爱国救国的事

迹，我不禁也受到了感染，思绪直接将我带

到了我的故乡——红安，让我有机会和李先

念先生面对面接触。”刘英同学这样回忆道。

在湖北省红安县以南20公里的高桥镇，

就是新中国第三任国家主席李先念的故

居。他出生于湖北红安，是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

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今天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李先念故

居，里面有相关图书馆、纪念馆、故居纪念馆

和纪念园等，但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他的故

居。看着先生用过的水缸、椅子、碗柜......就

像让我回到了那个不发达、生活条件艰苦的

中国。这个对中国革命历史有着巨大的贡

献与功绩的伟人，生活确是如此的简朴，是

什么造就了他那颗为中华，为人民服务的决

心？肯定是认知、责任和担当啊！

“中华还有许多关于他的革命故事，这

种革命精神，正这是我们所缺少并应该学习

的宝贵与财富，我们应该在这种精神的鼓舞

下，砥砺前行！”刘英同学发出这样的感慨。

读校史
我读出了动力与怀念

“修为求实，通博致用”2016年9月当我

踏入校门那一刻，这几个字在我的眼里闪耀

着光芒。更加坚定了我努力的方向。”来自

16级财经学院证券专业的余盛君同学这样

谈到自己对学校的第一印象“这个美好自主

的校园给予了我们强大的精神动力！”作为

过来人，她鼓励大家好好学习，不要因虚度

年华而悔恨。青春就是用来拼的，否则岂不

是在浪费时间。

“我想我要为自己努力，拼博一把。”这

个信念在她心里愈加坚定，“也许自己也会

像武城一样，在浴火中重生。”将自己的一生

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意义是对自己最

好的交代了。这一本厚厚的校史，不仅仅是

武汉城市职业学院的校史，它更像是一本励

志的故事，讲述了学校的前半生，激励着我

们前行，看过的人大多都会发出体会和感

悟，悟出的是人生的道理，醒悟的是人生。

岁月见证了学校的时光和年轮，校史记

载了学校永恒的记忆，“当我毕业多年后再

回首，再翻起校史的时候，我最美的年华给

了这所经历过岁月的磨练，历经坎坷的百年

老校而感到骄傲！”余同学眼里闪着对未来

憧憬的光芒。

读校史
我读出了不易与拼搏

我校杰出校友在各个时期都不断的涌

现出来，他们的事例到现在对我们来说都是

一种激励。他来自2012年毕业生严帅那句：

“这是属于我的时代，我一定在这一方沃土

上实现我的价值。”中所展现出的决心。也

来自2008年毕业生庄星用六年从一个车间

操作工到公司经理的那份坚持。还来自经

历了九年创业生涯，体会到生活在于不断努

力、在创业中必须学会思考的真理的2005年

毕业生朱云超。

以杰出校友的例子来激励自己大概是

最让人信服的吧！他们没有一个人一开始

就是一帆风顺的。

被捕、多地方辗转、颠沛流离对于我校

前期的学生来说都是一种常见生活方式。

那时候的他们更多的包含着“为中华之崛起

而读书”的意味。像校友许学源毕业后就参

军，以笔为武器，赋诗言志，甚至在担任报社

社长时被北伐军阀所忌，责令封闭报馆。但

是他没有就此颓废，又当起了老师，医生，著

作诗集《采风录》，给后人留下更多的思想价

值。于是我不禁感慨：我们学校原来承载了

这么厚重的爱国，救国思想啊！他们是那个

时代的先锋者。

如果说百年校史注定要出这么一些革

命者，他们“兼济天下”，不怕牺牲，忧国忧

民，弘扬着一种大爱。那么回到和平年代，

那些杰出的校友无疑很好的诠释出了“独善

其身”的含义。

他们拥有着坚持、不怕失败的精神，

不论开始的条件多么不充足，他们都勇于实

践。像毕业生庄星，他用六年的时间去克服

困难、挫折、和自己想放弃和逃避的思想作

斗争，最终成为公司经理。我们无法对他在

其中的焦虑和不安感同身受，但是我们都能

看的见他的成功，学习他的精神。还有很多

这样的校友，他们拿自己的青春向前冲，他

们都知道“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一步一个

脚印落实好，以后的道路就会变得无比宽

敞，离成功也就越来越近！

读校史
我读出了文明与美德

我们能有幸生活在这和平的年代，都是

革命者、烈士们为我们赢得的，于是我们对

国家的贡献就体现在国民素质上了。我国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

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说的就是教师

首先要教育学生要做一个真诚的人，而学生

的学习也应该首先学做人，学做文明之人，

学做社会中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

到“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

强，敬业奉献”。

国家的整体国民素质，是个人搭建起来

的，毕竟中国越来越对外开放，当这所大门

打开后，让你走出去，你代表的就是中国，你

的文明礼仪就能很直观的影响着别人。每

次看到别的国家用中文写着“用完厕所后请

冲水。”等标语就很痛心！！我们国人真的是

这样不讲文明吗？丢脸都丢到外国去了？

不知道那些没有文明素养的人看到这种消

息作何感想？要知道文明素养就是在小事

中体现的。

文明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受人敬重并被

大家广泛推崇的行为。为了自己在别人眼

里的印象，也为了国人不被外国人“讨厌”，

让我们一起讲文明，树新风。让我们为社会

做出贡献，也让我们为我们中华民族做一些

贡献，为我们的祖国镶上一块美丽的绿宝

石。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

从校史里捕捉到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也体会

到了中华先烈们为祖国服务的决心和态度，

为救国救民硬是用小米加步枪取得新中国

的胜利。

回眸历史，一路艰难走来的武城院，经

过历史的洗礼，又站在了新的起点，走上了

新的征程，而我们就是祖国未来富强的希

望，愿大家也扛起担当继续前行。以后能自

豪的大声念出毛爷爷的那句“俱往矣，数风

流人物，还看今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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葱翠掩隐着历史，活力彰显着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