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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尽职守是我的信条。”
———朱怀明

朱怀明，男，武昌理工学院保
卫处校卫队队长，2020 年是朱怀
明在武昌理工学院工作的第 18
年，黑色的制服、警帽和对讲机，也
陪伴了他 18 年，而在朱怀明工作
的 18 年里，他觉得 2020 年是最为
特别的一年。

责任编辑 张蕾 年 月 日

电子版院http://wclgxyb.ihwrm.com/ 3师 者
担 当

保卫干部朱怀明：扛起使命担当
勇当校园安全的“守卫者”

张蕾 大通社 涂文聪 彭湘楠 报道 涂文聪 摄影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害怕，过年
期间火速返回学校并投入到抗疫战斗中，我觉得这是我的
责任和义务，我愿意做校园安全的‘守卫者’。”朱怀明回忆
起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那段时光，语气坚定而有力地说道。

春节是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然而一场突如其来
的疫情，使这个本该阖家团圆、热闹欢乐的节日蒙上了阴
影。2020 年的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在迎新春、看春晚，朱怀明
却坐立难安。疫情爆发前，休假中的朱怀明从武汉回到黄石
阳新老家准备与家人一起过春节，回到老家后，他才得知武
汉疫情的严重性。每天看着电视上、手机里一条条关于疫情
的新闻，朱怀明心里沉甸甸的：武汉怎么样了？学校里留校
的学生和教职工安全吗？……当看到新冠肺炎感染者数量
仍在不断攀升时，朱怀明意识到目前武汉的疫情防控工作
已经到了十分紧要的关口。此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立刻

回武汉、回学校，回到那个此刻无比挂念的地方。
大年初一天刚亮，朱怀明与父母亲戚简单道了句“新年

快乐”后，便带着一家三口从老家火速返汉，一路上他不辞辛
苦、冒着严寒，足足用了 11 个小时最终到达学校。人还在路
上，朱怀明便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学校保卫处领导的电话主动
请战，并希望能立即投身到学校疫情防控第一线的工作之中。

当时的武汉正值疫情爆发的高峰期，且已经封城，朱怀
明之前并没有接到任何返校的通知命令，做出这个决定是
他的本能反应。“疫情就是集结号，岗位就是主战场。我在学
校保卫处工作了十几年，保障学校里每个人的生命安全是
我的责任。我是老员工，我不带头谁带头，我没有理由选择
退缩。另外，家人的支持和理解也让我更加坚定了提前返岗
的决心。”朱怀明说。

“当时保卫处选择提前返校的同事有好几位，我只是其

中一人，每一位同事都表现得很出色。”在采访过程中，每当
话题谈到自己在抗疫中的表现时，朱怀明总是摆摆手并表
示这是集体的功劳。抗疫战斗中，给朱怀明留下深刻印象的
其中一位是他的同事周铜。疫情爆发期间，由于武汉封城、
交通不畅，为了能及早返校，周铜选择了徒步的方式，从鄂
州与武汉交界处步行将近 80 公里，晚上才走到光谷广场附
近。“当我们得知情况后，非常震惊，随后立马派车接他回到
了学校。”朱怀明回忆道。

我校保卫处处长徐勇对保卫处全体人员的表现称赞不
已：“在疫情最严重的时期，朱队长冒着生命危险，到处绕道，
经过千辛万苦才到达学校，为学校补充了值班力量的同时，
也给了正在值班的队员们以精神上的鼓励。是全体同事们
在一线的积极付出，才为学校疫情防控筑起了一道钢铁长
城，确保校内无疫情发生。”

面对大“疫”，大年初一英勇“逆行”

正月初一是朱怀明返校的第一天，他简单安置好家人
后，便立即全身心投入到学校疫情防控的保卫工作中。面对
疫情，朱怀明没有丝毫懈怠，他带领着队员认真细致的落实
校园安全各项工作，按照学校要求严把门口关，每个流程都
严格把控，严密排查每一个人，每一辆车，准确检查、测量和
登记。他还和同事一起积极摸清了校园内住户人员的信息，
定时为留校人员开展体温检测，严禁校外人员进入校园，并
在校园内设置了多处体温检测点、消毒点等，充分做好了自
己能做的一切工作。

由于武汉疫情的爆发，武昌理工学院保卫处迅速制定并
发布了《武昌理工学院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为了保证在校师
生的生命安全，保卫处立即行动，迅速发布了封校公告，封闭
学校所有的进出口，只保留大门一个通道，校园 110 指挥中
心、巡逻岗、大门岗等岗位认真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

可是一个问题出现了，截止到 2020 年 1 月 23 日，学校
留校的保卫处人员只有 6 人，如何分配好值班任务，一天
24 小时，6 个保卫处人员如何承担起原本 12 个人的任务，
这大大加重了每个人的工作量。就在这时，朱怀明了解到保
卫处人手不够的情况，在 1 月 25 日，他就带领一家三口，立
即赶往学校，与其他 6 名队员一起并肩作战。面对人手紧缺
的问题，朱怀明还提出了将所有在岗人员分成两组，实行两
班倒工作制加强校内巡逻、观看监控摄像等方式进行校园
排查，高效有力的完成了学校各项安保任务。在 2020 年 2
月 5 日之前，朱怀明和同事们每天工作的时间都超过 12 个
小时，但大家都没有任何怨言。

在疫情防控期间，朱怀明也遇到许多其他困难。当时学
校有 100 多位留学生留校，在学校封校政策下达之后，部分
学生一开始对学校的封校政策不太理解、有些情绪。一方面
要确保学生们的健康安全，另一方面又需要耐心疏导学生
的情绪。看着焦急的学生，朱怀明不管身心多疲惫，总是以
积极的心态和换位思考的方式，与同学们沟通、交流，主动
做好解释工作，告诉他们学校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的好
处是什么。每当在校园里看见有学生没带口罩时，他就会走
上前，指指自己脸上的口罩，向同学们示意：出门请带好口
罩。他用最朴素简单的动作关心着每一位在校人员的生命
健康。他说，现阶段疫情防控工作丝毫不能放松，大家再坚
持一段时间，咬住牙、挺过去，每个人平安了，社会才能真正
平安。他相信，春天一定会到来的。

由于语言的差异，在留学生的健康防护工作上也给保
卫处的工作带来了一定的困扰。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朱怀明
主动向国际教育学院相关领导老师反映情况，并得到了学
院的快速反馈，国际教育学院迅速组织老师组建了一个微
信群，加强了与留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为留学生提供了一
个解决问题的新渠道。正是因为朱怀明和同事们的这种担
当精神，才保障了我校 100 多名留校师生的生命安全。整个
疫情防控期间，我校留校的所有师生，没有发生一例新冠肺
炎的确诊病例。

朱怀明的同事周铜说：“他每天都会提前到达办公室，
罗列好每天的工作内容和注意事项，并逐一询问我们的身
体健康和心理状况。他负责值守在校园安全的关键区域，每
天都会在学校各个地方来回巡逻，时刻警惕随时可能发生
的意外，及时帮助我们解决了不少棘手问题。”

愿做学校的“守护者”，
担使命、保安康

由于疫情来势汹汹，物资的购买并不像往常那么容易。
朱怀明所在的保卫处也同样陷入了物资紧缺的处境。在返
校的最初 10 天，保卫处缺口罩、消毒水、防护手套、雨衣等抗
疫防护用品。作为队长，朱怀明不辞辛苦，到处打听购买渠
道，通过连续几天的积极寻找，终于在一家药店买到了 150
个口罩，这让他非常开心。回校后，他立马将口罩分发给了
每一位同事。

此外，疫情期间采购物资需要以单位的名义进行购买，
为降低执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朱怀明和队友经常
选择以方便面为食，尽量减少大家去超市的次数。据了解，
直到疫情结束，他们共吃了十来箱方便面。当记者询问朱怀

明疫情期间生活情况时，他却总是笑着说没什么，没有透露
一点埋怨。

保卫处处长徐勇非常感动地说道：“为了守护好学校疫
情防控‘第一道防线’，保卫处的很多同事都不约而同地选
择了舍小家顾大家，提前返校参加了抗疫。他们同心协力、
英勇奋斗、攻坚克难，把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
抓，共同守护着全校师生的安全健康。”

朱怀明从 1 月 25 日来到学校后，截至目前，除了 7 月份
回过一次黄石老家，其他时间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负责
学校校卫队的各项工作。他觉得很欣慰，通过所有同事们的
共同努力，学校留校师生没有一个人感染新冠肺炎疫情，即

使这样，他们也没松懈，他们的防控疫情斗争故事仍在继
续。“现在疫情没有结束，还没有到放松警惕的时候，我们不
能让之前的努力白费，只要我在学校一天，就要对学校师生
的安全负责！”朱怀明掷地有声的说道。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蒋千敏十分敬佩这些逆行而
上、尽职尽责奋战在防控一线的校园“守卫者”，她感慨地说
道：“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像朱队长这样的校园‘守卫
者’还有很多，他们不畏困难，主动迎战、勇敢前行，彰显了
普通人的无私与无畏、责任与担当。他们成为了封闭校园里
的一束光，给予了我们武昌理工师生既温暖又坚定的力
量。”

心态乐观、不畏困难，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韧劲力保校园平安

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师，应该结合课堂教学实践，认真学习
“四史”精神，贯彻“四史”内容，领会精神实质，做到“三个明
确”，努力做践行“四史”学习教育活动的模范教师。

一、明确“四史”学习教育目的，充分认识思政课贯彻“四
史”对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作用。

首先要明确“四史”教育活动目的。高校深入开展党史、新
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活动，进一步
教育引导学生全面了解我们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以
及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人物，
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近
代以来的斗争史、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奋斗史、新中国建立以来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
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把握党的历
史发展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不断从中深入领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感
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不断激发学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的巨大热情，增强“四个自信”，做到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

其次，要深化思政课贯彻“四史”对立德树人的认识。党的
十八大前后，习近平同志围绕党史、新中国史和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入
学习总结党史国史提供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为我们
正确借鉴运用历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宝贵的
科学指引和有力思想武器。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四史”指示精神，是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迎接建党一

百年行动方案的总体要求；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
径，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的需要，是高校大学生的必修课。高校思政课教师在整
个课程中贯彻“四史”，讲好每一堂课，引导学生坚定理想信
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爱国力行，传承红色基因，做社会主
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明确“四史”学习教育内容及相互关系，注重把握“四
史”学习教育的主线和本质。

欲知大道，必先知史。以一九四九年为起点的新中国史，
是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改革开放
史既是党史、新中国史，也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深入发展的历
史，即一以贯之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

首先要明确三条教育主线：（1）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2）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搞教条主
义；（3）认真调查研究，认清中国国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
实际出发。学习贯彻“四史”本质上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

其次要搞清“四史”学习教育内容相互之间的关系。“四
史”虽各有特色、各有“知识点”，但不能简单认为它们是彼此
孤立的、相互割裂的。既要清楚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
社会主义发展史之间的区别，更要明白它们在历史、理论、实
践逻辑上的密切关联。

第三是要明确“四史”学习教育内容的重点。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只有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不忘初心才能更加自觉，
担当使命才能更加坚定，要把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当作贯彻学习党的理论的重中之重。”学
习党史，就是学习在党组织领导下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斗争的
历程，感悟先辈们在战争年代中为共产主义抛头颅洒热血的
事迹；学习新中国史，就是学习中国近代以来的斗争史，深刻
感受革命先辈们曾受的屈辱和苦难和作为中华儿女的那一份
赤忱爱国之心；学习改革开放史，就是学习中国在国际舞台上
迅速崛起、不断强盛的发展史，了解我们党披荆斩棘摸索出来
的宝贵实践经验；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就是学习社会主义的
演变进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

三、明确教师肩负的重大责任，做积极践行“四史”学习教
育活动的模范教师。

一是要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四史”的内容和精神实质。在
教学过程中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更
加自觉地用习总书记关于“四史”精神指导我们的思政课教
学，做到扎实实学，常学常新，多思多想、学深悟透，真正把“四
史”内容和精神实质融会贯通到整个思政课程之中，努力做到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四史”精神铸魂育
人。

二是要充分认识当一位人民教师岗位光荣、责任重大。高
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立心铸魂。人民教师肩负着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的重大责任。习近平同志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我们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
新的起点上阐释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个根本问
题，充分利用思政课这个阵地讲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书写为党育人、立德树人、培育时代新人
的华章。

三是要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不断增强思政课贯彻“四史”的
思想性和针对性。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讲话时指出:" 推动思想政治理论
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
针对性。"作为思政课教师要在掌握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
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精髓的基础上，运用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
践案例，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话语体系、语言表达，上好每一
堂思政课。同时要针对青年学生的特点，创新课堂教法，在以
往专题教学、案例教学、问题情境式教学、开发内化教学方法
的基础上，重点在“思政+”教学模式上创新。比如：思政垣网络、
思政垣红色文化、思政垣内省、思政+讲好战役故事等教学模式，
充分利用“课内垣课外”、线上垣线下、校内垣校外、课程垣专业教
学平台，创新教学方法，在贯彻“四史”过程中把思政课讲得

“有虚有实”，既不是纯粹讲理论，而要有实践支撑；也不是纯
粹讲实践，而要有理论指导；把思政课讲得“有棱有角”，即敢
于理直气壮讲大道理，又善于用真理力量引导学生；把思政课
讲得“有情有意”，牢牢抓住大学生思想特点，通过增强情感联
系，为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把思政课讲得“有滋有味”，
课堂教学要做到内容有“新鲜感”，注重授课方法和艺术，给学
生提供色香味美的精神大餐，让他们在享受精神大餐中有所
启迪，得到升华；把思政课讲得“有己有人”，教师把自己摆进
课中，把课讲成自己精神、信仰、人格的写照，照亮学生心灵世
界，点燃学生思想火种。

（本文作者系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做践行“四史”学习教育活动的模范教师
李超峰

学 习
教 育开栏的话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可明得失。学好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重要途径，是党员的一门重要必修课，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四史”学习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迎接建党 100 周年，武昌理工学院党委结合校情实际，精心组织、扎实开展“四史”学习教育，
营造浓厚学习氛围。学校主动把“四史”贯穿我校立德树人全过程，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师生学习生活各方面，不断推动广大师生党员筑牢信仰之基、把稳思想之舵，让初心薪火相传，把使
命永担在肩。

从本期起，校报特设《“四史”学习教育》专栏，刊发师生“四史”学习的文章，请读者和我们一起聆听时代的声音，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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