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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探索艺术
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途径与方法。2018
年，榆林学院艺术学院大学生艺术团成立，在专业教师
的指导下，艺术团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线，通过走基层
开展爱国主义精神宣传、爱心支教和助力脱贫等社会
公益事业，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大学生
树立爱国情怀，立报国之志。

一、目标与思路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高等教育发展

的基础工程。艺术教育与价值观教育相结合是艺术教
育发展和培养的有效途径，也是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实践的有效途径。榆林学院艺术学院大学生艺术
团以艺术教育为切入点，一方面深入挖掘艺术的德育
功能，将其作为有力的宣传工具，另一方面组织艺术类
大学生参与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社会公益事业等，使学
生在参与中受教育，在参与中加深对爱国主义精神的
领悟和体会，真正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

二、实施方法与过程
（一）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精

神
1.组织大学生艺术团成员收听收看纪念改革开放

40周年大会直播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大会直播。为了帮助艺术团成员切实感受改革开放

4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伟大祖国70年来的沧桑巨变，
激发广大团员的爱国热情，艺术团组织全体团员收听
收看现场直播。收看结束后，举行座谈会，团员们表
示，生活在新时代，要学好本领，建功立业，守初心，担
使命，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2.举办清明祭英烈活动。为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
伟绩，继承革命先烈的光荣传统，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艺术团举行“缅怀革命先烈，继承革命遗志，弘扬爱国
精神——2019 清明祭英烈艺术学院大学生艺术团主
题党团日活动”，培养大学生崇尚英雄，热爱祖国，报效
祖国的革命理想。

3.组织观看爱国主义教育影片。为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落实习近平同志关于“用党的历史教育党员、教育
干部、教育群众尤其是教育青少年”的重要指示要求，
艺术团组织师生观看《大会师》《红海行动》《厉害了我
的国》等系列红色教育影片，让师生学习光荣的长征历
史，学习革命先烈顽强的拼搏精神，凝心聚力，为祖国
的繁荣富强努力奋斗。

（二）深入基层，扶贫帮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绥德县是榆林学院“双百工程”对口支援点。艺术
学院大学生艺术团组织开展了系列活动,助力绥德县

脱贫攻坚和教育文化事业。两年
来，组织开展大学生艺术团志愿
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万名
学子扶千村”扶贫专项对口志愿
帮扶活动，选派 4 名教师和 46 名
大学生组成四支队伍赴绥德四十
里铺镇四所小学开展教育扶贫、

“万名学子扶千村”扶贫专项志愿
活动和文艺及美术设计成果汇报
展演，为当地500余名建档立卡户
小学生带去了10天的暑期艺术培
训。大学生艺术团深入宝钢希望
小学、赵家砭小学进行文艺表演、
开展了美化校园墙绘活动、举办
美术设计类作品展，展出了水彩
画、布贴画、五谷画、蜡笔画、手工
制作等作品。在四十里铺中心小
学和重远小学支教队的同学分别
绘制了约 5 米长的巨幅作品向新

中国 70 华诞献礼。通过开展系列活
动，让大学生走出校园、走进社会、服
务社会，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服务社会的理
念，鼓励师生们勇于走向基层，服务基
层百姓。艺术团在距离学校较近的横
山县白界镇苏胜南社区建立志愿服务
点，长期结对帮扶留守儿童100多名。

（三）积极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主题
活动

1.完成“青春为祖国歌唱”网络拉
歌活动。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周年，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
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百余所大
学里唱响。大学生艺术团 100多名师
生，参与拍摄“青春为祖国歌唱”网络
拉歌活动，圆满完成演出拍摄任务。

“青春为祖国歌唱”以《东方红》《共和国之恋》为主题
曲，为祖国歌唱，献礼新中国 70华诞，经学习强国、官
方微博、微信播出，赢得良好社会声誉。

2.完成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70周年文艺演出活
动。为了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弘扬
爱国主义精神，传承爱国主义传统，艺术团200多名师
生，参加学校“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文艺
晚会”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合唱比赛，前
期周密筹备和组织，认真排练，师生互相切磋，用专业
的歌声唱响对祖国的热爱和殷切期盼。承办榆林学院

“光辉历程 盛世中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文艺晚会，艺术团师生承担大部分演出任务，从前期
策划、彩排到正式演出，艺术团的师生不计报酬，刻苦
排练，实现从教学到舞台展示的过渡，艺术修养得到进
一步提升。

3.开展优秀文艺作品走基层系列活动。2019年，
艺术团管乐团走进榆林市 11所中小学，举办“高雅艺
术进校园”活动 11场。受邀参加榆林市“庆祝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榆林专题宣讲展览”演出红色文艺节目

《我的祖国》。组织艺术团参加崇文路社区举办的“不
忘初心，扎根基层；牢记使命，服务居民”纪念建党 98
周年大型文艺系列晚会。赴榆林强制隔离戒毒所慰问
演出，开展“健康人生，绿色无毒”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艺术团师生倾情演出，奉献爱心，带去关怀，为社会贡
献力量，增强服务社会的本领。参演校企合作音乐剧

《我的榆林小曲》；赴陕西有色榆林新材料集团组织参

演“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校企合作文艺
晚会。

三、取得成效
1.自觉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艺术学

院大学生艺术团组建以来，广大团员自觉接受革命文
化教育，通过参加大型纪念活动文艺演出、通过在自愿
服务扶贫帮困等一些列社会实践活动中的锻炼，落细
落小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实现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入脑入心。

2. 实现了爱国主义精神入脑人心。培育爱国情
怀、弘扬爱国精神是大学生艺术团组建的初衷，广大团
员在实践中自觉将个人、社会、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使命意识不断增强。通过
深入基层农村、走进中小学、进厂矿等方式，大力开展
红色文化艺术精品巡演活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用广
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爱国主义精神宣传教育。

3.丰富了立德树人途径。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使爱国主义文艺作品成为校园最流行的风尚，传
递了真善美，培养了大学生的审美水平和道德情操。
激发了学生不断扩充知识视野、提升专业能力的积极
性，奋发学习、勇于创新蔚然成风。发挥艺术团在高校
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架起了师生与公众、学校与社
会之间传递爱心、共同进步的桥梁，激发了组织活力。
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坚持以理服人、文化育人，坚
定不移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全
过程，丰富了校园文化建设的新模式、新途径。

榆林学院艺术学院大学生艺术团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与探索

2019年度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

屈雷是榆林学院陕西省陕北绒山
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2005 年，
他创建了榆林学院生命科学研究中
心，主持建成陕西省陕北绒山羊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经历十年磨砺，终于获
得了世界最大种群的基因编辑陕北白
绒山羊，从根本上改变了陕北白绒山
羊种群结构，大幅提高绒毛品质和产
量。他还致力于突破常年舍饲养羊的
技术瓶颈以缓解封山禁牧与生态环境
间的矛盾。他先后主持完成国家重大
科技专项、国家科技部星火计划等十
多项课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
研究成果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
会效益，对绒山羊种质资源创新和产
业可持续发展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

一、不忘桑梓拳拳心
年轻时的屈雷积极上进，刻苦好

学，学有所成时，他无法忘记贫穷落后
的家乡，毅然回归故里，为家乡的畜牧
业发展做贡献。他认为祖祖辈辈面朝
黄土背朝天、一身力气百身汗的艰苦
命运和现状，仅仅依靠勤劳与付出是
很难改变的，农民的苦从根本上需要
现代化、高效率的科学技术。正是这
最最简单的念想，让他带着所学扎根
故乡，二十几载春秋如一日地坚持着
走了下来。

多年来，他以提高养羊经济效益、
改善养殖户生活水平为己任，为榆林
市和周边各县举办了几十场培训会，
涉及羊高效养殖、疾病防治、胚胎移
植、规模化舍饲建设与集成装备推广
应用等内容，累积培训三千余人。他
还坚持常年免费指导养殖户。他紧跟
习总书记提出的“让互联网更好造福
人民”的思想，带领团队创办了陕北白
绒山羊网站和微信公众平台，当地甚
至外地养殖户都可通过平台咨询养殖
上的难题，他每次都细心指导或直接
赶赴现场给予帮助。2014年他带领的
团队被陕西省总工会命名为“劳模创
新团队”，2015年被省教育工委命名为

“雷锋式团队”。
二、坚持不懈科学心
2005 年，屈雷教授创建了榆林学

院生命科学研究中心，主持建成陕西
省陕北绒山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这
是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唯一从事绒山羊

研究的专业科研机构。他带领团队于
2015年获得世界上最大种群的基因编
辑（或转基因）绒山羊，大幅度提高了
绒毛品质和产量，该成果被陕西日报、
华商报、榆林日报、搜狐网、陕西新闻
联播等多家媒体报道，影响巨大。

他先后主持并实施科技部星火计
划项目1项，陕西省科技统筹计划项目
地方重大专项1项，陕西省科技统筹重
点项目 1 项，市级重大专项 2 项，横向
项目 2 项，科研总经费达 1352.20 万
元。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60多篇，获国
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5项。他的研究
成果显著推动了绒山羊种质资源创新
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赤诚返璞育人心
在突破科研的同时，屈雷教授把

自己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教授学生
上，他传授给学生的不只是专业知识，
还有他多年如一日的科研态度。为了
能让学生全面掌握动物内科病、外产
科等普通病的知识，他参考多本教材，
在教学内容上进行全面的更新和编
排，为改变目前兽医学教育只重理论
缺乏实践的现状进行积极的探索。他
调整课程内容，通过典型病例分析、医
疗小分队、外科技能训练、深入养殖场
等途径，提高学生应用型技能，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普通蓝色衬衫，戴了几十年的手
表，黑色休闲裤，这随意的装扮让屈雷
教授显得格外低调，也让学生和团队
更亲近自己。他常说：“如果说有什么
东西是可以交给年轻教师的，那就是
一份责任心”。他的事迹在榆林广为
传诵，并获陕西省教育系统“我身边的
好典型”2017 年度人物荣誉称号。他
的科研成果受到同行们高度评价，他
对学生的关爱与责任获得教师们高度
赞扬。。

半亩方塘长流水，呕心沥血育新
苗。如今，屈雷教授悉心耕耘的桃李
园早已沁出阵阵芳香，数以千计的学
生带着老师的谆谆教诲扎根在畜牧业
的沃土上，一届届毕业生以老师为榜
样耕耘在教育第一线。黑发积霜织日
月，粉笔无言写春秋，屈雷教授用不懈
的努力为我们诠释了什么是最美师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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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作为榆林学院后勤集团餐饮中心主任的刘汉林对这句话理解最为深
刻，因此在这个关乎上万人吃饭的“大总管”的岗位上一刻也不敢掉以轻心。

1984年，刘汉林从陕西军区复原后，来到榆林学院后勤集团工作。30多年来，在这个看似平凡的
岗位上，他恪尽职守、严谨精细、竭诚奉献，始终为着师生健康着想，为着学校发展服务。他用实际行
动向党、向职业、向广大师生证明了自己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合格的后勤管理者。他先后两次获
学院“三育人”先进个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多次评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先进个人”，十次评为“后
勤集团先进个人”并于2016年被评为陕西省高等学校优秀共产党员。

一、坚定信念，树立形象。作为一名党员和学校后勤餐饮中心主任，刘汉林清醒地知道，自己的任
何决定都会直接影响到身边同志的工作和师生的餐饮健康。在日常生活和平时的工作中，他紧密结
合学校后勤餐饮经营工作实际，自觉坚持学习，落实监督制度，不断探索新知识，积累新经验，提高应
对管理能力，为学校后勤工作的改革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二、爱岗敬业，执着追求。刘汉林深知担子越重，责任越大。他积极参与餐饮卫生体制改革，与同
事们精诚团结，相互交流，相互支持。在工作上积极行动，开诚布公，实事求是，敢挑重担，经常身先士
卒，亲力亲为。为了管好学校学生教工食堂，他仔细阅读了大量关于食品安全操作方面的书籍，并结
合近40年的学校后勤管理经验，理性分析学校后勤实际状况，与学校“禾丰园”餐厅筹建小组共同整
理出一套完善的项目策划材料，并通过专家论证。刘汉林先后提出并草拟了学校餐饮《工作人员日常
行为规范》、餐饮中心《精细化管理办法》等一系列具有很强操作性的管理规章制度，得到了全校师生
的一致好评。

三、真情投入，爱心待人。饮食管理工作是一个极具挑战的工作，要在工种杂，原材料价格变化
快，工作强度高等情况下，快速做出绿色、健康、可口的饭菜。刘汉林经常定期组织后勤餐饮队伍进行
业务学习，对于一些学习上有困难的同志给予的耐心指导、传授。并时常私下与管理人员、厨师长、服
务人员以及师生讨论与征求餐饮制度建设和管理办法。“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喊破嗓子，不如做出
样子”，这是刘汉林一贯的工作作风。不管是周末还是节假日，天天都能在餐厅内看到他的身影。逢
年过节，他则常常顶替年轻管理员上一线班。在生活上，刘汉林对中心成员关怀备至、呵护有加，每有
中心成员生病住院，刘汉林都及时看望慰问。由于人性化的管理，近几年来餐饮人员关系融洽，工作
配合默契。刘汉林在平凡的岗位上，坚守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坚持，克难奋进，勇于奉献，他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一名合格餐饮工作者的担当与责任，展现了一名基层优秀共产党员的热血与风采。

为了师生的饮食安全与健康
——记榆林学院后勤集团餐饮中心主任刘汉林

榆林市从2013年开始评选榆林好人，民营企业家方光玉10年内每年出资100万元，设
立“方光玉1000万元公民道德建设基金”，评选各行各业的道德模范、“榆林好人”。这些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明城市创建和脱贫攻坚、扶志立德中涌现出来的道德模范、先进
典型，是370万榆林儿女的杰出代表，是群众身边的“平民英雄”。我校从2015年申报以来，
先后有屈雷、刘汉林等9名教职工获此光荣称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一名高等教育工作
者的初心与使命，用道德正能量托起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