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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100年心存高远，100年勇立潮头，而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始终是中国
精神和中国力量的生命力所在。回首百年，当年00后觉醒年代、赢得荣光，如今00后
生逢盛世、肩负重任。当00后与00后时隔百年相遇，又将碰撞出怎样的“青春火花”？

即日起，青年报推出“00后给00后讲党史”系列报道。人民教育家于漪、优秀医师
沈斌、离休老教师钟在雍、八路军老战士周俊、新四军老战士顾海楼、老地下党员范秀
宝6位耋耄老前辈，与来自本市不同院校的大、中学00后学子促膝交谈。回顾过往，
那是一个风雷激荡的火热岁月；展望未来，这是属于青年人砥砺前行的最好时代。

“于老师，为何您会选择教师
这个职业？”这是00后学子面对老
校长，提出的第一个问题。而一说
到教育问题，这位人民教育家的声
音，提高了八度。在她看来，一个
国家的强弱、民族的兴衰、人民的
安危，“与教育紧密联系”。

感言，缘于她自己的亲身经
历。高二那年的于漪，刚刚经历
了抗日战争的结束，重回校园，
面对的是刚刚被日本军队炸掉
的学校。没有校舍，校方只能利
用日本军队位于远郊的军马场建
了临时校舍。“因为距离市区太
远，学生们只能住读，10 个人一
间房，一人一张小席子在泥地上
打地铺，空间小得连翻身的地方
都没有。晚自修点不起蜡烛，点
的是煤油灯，同学们把家里带来
的高高低低的桌子充作课桌。吃
饭都没坐的地方，只能站着吃。”
回忆那段岁月，于漪笑着说，“你

们 能 想 象 到 当 时 那 样 的 场 景
吗？我读高中时的情形和现在
比，简直就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那时的条件和你们现在求学条
件天差地别。”

如此艰苦的条件，反而让年轻
时的于漪激起了愈加强烈的求学
欲望。当时就读的（江苏）镇江中
学的校训“一切为民族”，至今让
她铭记于心。“作为青年，从小就要
立志。我为何要学习？学习是为
了懂得做人的道理。明做人之理，
明报效国家之理。这个就是我们
当时学习的动力。”

在于漪看来，人之所以能直立
行走，就是因为有脊梁骨；人之所
以能成为人，关键是精神支柱。而
精神支柱就是每个人心中的一盏
明灯。“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不是别
人给的，都是自己创造的。就好比
尽管我们当时非常苦，却不以为
苦。不断求知的时候，心中想着将

来能为国家和老百姓做一些有益
的事。一个人最大的快乐，就是别
人需要你。”

回顾自己这么多年的教育事
业，于漪的话语铿锵有力。“因为我
深切体会到一个国家的强弱、民族
的兴衰、人民的安危和教育紧密联
系。教育培养的是我们的下一代，
今天的教育质量就是明天的国民
素质。教师的工作往深里说是为
我们未来的国民素质打地基。”于
漪说，“一个人的基础打得好不好，
根子扎得正不正、深不深，会影响
其一辈子的发展，就像一棵树，只
有根子扎得深，树干才会粗壮。尤
其是基础教育，是给青少年儿童奠
定人生之基。我认为，教师这一工
作是有战略意义的。所以，我选择
了这份工作作为一辈子的事业。”
这是她对如今00后学子的回答，
也是对当年自己许下那份求学“承
诺”的兑现。

人民教育家于漪：你精神上有青春密码，就永远有用不完的劲

生逢盛世的你们要勇挑重担
92岁的于漪老师，

拍了拍高一学生封皓元
的肩膀：“千钧重担，挑
着！”这是日前杨浦高级
中学的教学楼内发生的
一幕。

作为曾经的老校
长，于漪老师此次重回
阔别已久的校园，与这
里的00后学子们，开启
了一次特别的“青春对
话”。忆往昔不易，谈未
来奋斗，“一个人，你的
精神上有青春密码，你
永远就有用不完的劲。”
于老师与学子们，聊了
很多很多。在她的眼
中，“青年是人生之王，
让自己的青春在学生岗
位上闪闪发光，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成为生
逢盛世，肩负重任的中
华脊梁。”这是寄语，更
是这位人民教育家对青
年学子们的殷切期望。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今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
大学考察时指出，广大青年要爱
国爱民，要锤炼品德，要勇于创
新，要实学实干。2018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北大给青年提出10点
新期望，其中一句是：“生逢其时，
重任在肩”。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精神后，于漪对于如今的00
后，也有着自己的期待。经历过
战争年代的她，深刻体会到如今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而这些，都
是“因为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
热血”。

她以彭湃烈士的遗孤彭士禄
为例。彭湃就义时彭士禄才4岁，
母亲背着 4 岁的彭士禄躲避追
捕。作为烈士遗孤，彭士禄心心
念念要继承革命遗志。直至彭士
禄96岁过世，一生为共和国做了
两件大事。一是作为中国第一艘
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为核潜
艇设计了“心脏”。二是为中国建
设了核电站。直到生命垂危，他
只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国家更
加强大。“继承革命遗志绝不是一
句空话。社会主义国家所有的成
绩都是干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
必须实干。”于漪说。

回顾往昔峥嵘岁月，再立足
00后如今所处的年代，于漪用了

“生逢盛世”四个字。“现在的00后
生长在、成长在这样强大的国
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00
万亿，是过去的几十倍。这是一
代又一代的人，继承了我们革命
先烈、革命前辈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自己的岗位上克勤克俭，兢兢
业业才创造出来的。所以说00后
生逢盛世。”

虽生逢盛世，可在于漪看来，
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更要学会“勇
挑重担”。“这是因为我们要实现第
二个100年，真的做到全面现代
化，尚受到很多制约，包括中国的

教育。”于漪说，“西方有些国家认
为中国永远是思想矮子、学徒身
份，不是的，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
志气和骨气。年轻人要身负重任，
咬紧牙关，要掌握先进科学技术。”

这位人民教育家，至今的信
念，依然是这样一句话，“办教育，
最重要的是培养孩子要有一颗中
国心。这颗心里，要装着亲情、友
情、师生情、乡情、赤子情，要装着
国情、国运、老百姓的安危，求世
界之大同。”说这话时，她的情绪，
比此前任何一句都显得高昂，更
为激动。

步入校园途经学校操场之
时，恰逢学生们在进行课间操，
于漪驻足许久，眼角带着笑意。
在与00后的交流过程中，她多次
提到青年学生要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顶顶重要的第一位是需要
一个强健的体格”。

把“体”放在第一位，自然有
她的原因。因为“没有身体这个1
作为开端，后面什么都没有”。于
漪认为，现在的学生物质营养很
丰富，但还需锻炼四肢、五脏及六
腑，接受风吹雨打。

这么说，多年来她也是这么
做的。当年当校长，“当时看到有
一些初中男孩子，初中了，一做操
还会晕倒。我想这怎么能行，体

格不健壮的话，难以胜任未来艰
苦的工作。”于是，清晨6点的早
操，她5点55分肯定准时在操场
等学生。两年锻炼下来，“区里的
中学生跑步比赛，一、二等奖全是
我们拿的。”

体格强健了，德育，更要同步
跟上。在于漪的眼中，德育是做
人的根本。老师给学生上课就是

“滴灌生命之魂”。做人，要守住
基本的道德底线。而劳动教育，
便是于漪认为的将“德育”与“体
育”很好结合在一起的教育方
式。“劳动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
并非要有多少劳动成果，而是培
养一种劳动习惯。劳动创造价
值，劳动锻炼人的体质，更锻炼一

个人的意志。而且劳动后让环境
变好了，还产生了美感。”于漪
说，“我们为何要强调美育？因为
它和真和善联系在一起。有了美
才讲真，才讲善。记得陶行知曾
讲过，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真善美是联系在一
起的。”

有意思的是，面对00后的一
个个问题，于漪不仅仅只是简单的
答疑，她还反问了学子们，“你们觉
得一个合格的学生应该是什么样
子的？”拥有旺盛求知欲的学生，才
是这位人民教育家最愿意看到的
学生的样子。“我上课时最开心的
是学生把我问倒，将我的军，那么
我一天都会非常开心。”于漪说。

不忘往昔峥嵘岁月的磨砺
生逢盛世的你们更要勇挑重担

德智体美劳需要全面发展
合格学子要有旺盛的求知欲望

谨记一切为了民族的振兴
今日的教育是明日的国民素质

编者按

封皓元：于老师，是什么

让您始终坚持在教师这个岗

位上，几十年如一日，干劲十

足？

于漪：我今年90多岁了，
身体也不太好，但一讲到教育
我浑身都是劲。这是为何？
因为我有我职业的青春密
码。我精神上的青春密码，就
是青春至上。一名教师职业
生涯中顶大的事就是一个心
眼为学生。教师生命的意义
和价值都在学生身上体现。
每个孩子都是家长的宝贝、国
家的宝贝。我一定要按照党
的教育方针让他们全面发
展。所以说，一个人精神上有
青春密码，永远有用不完的
劲。

我非常幸运，如果不是新
社会，我不知道死了几回了。
如果不是新中国，如果不是现
在的科学技术救我，我根本就
活不下来。所以我一辈子带
着感恩的心情工作，没有党的
领导，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的
生命。我一直坚信，要把自己
的小我融入民族的、国家的大
我之中。

封皓元：于老师，您对我

们 00 后有何看法，觉得和您

年轻时有区别吗？

于漪：我觉得 00 后有很
多优点，不过你们所处的时代
和我们不一样。我们那时可
简单了，就知道“1+1=2”，但
社会绝对不是“1+1=2”。你
们的优势是视野比较广，信息
渠道非常多。通过手机就晓
得上海、世界的大事，接受科
技信息的速度很快，思维非常
活跃。对社会和自然的认识
比我们那个时候强得多。文
化和科技的起点，不知道比我
们那时高多少。

不过，00后和我们看上

去差距很大，但青年时代某些
特质是相通的。因为我们的
目标是一致的，为了国家的强
大而奋斗努力。

封皓元：于老师，我们学

生有时候会有一种想法，觉得

自己很努力了却仍旧做不好，

无法与他人竞争，这时我们应

该怎么做呢？

于漪：作为新时代青年，
更重要的是为别人创造幸
福。我们现在提倡竞争，我觉
得我们首先要合作。像我当
年读书时学习好的旁边一定
坐一个学习困难的，互帮互
助，合作才能共赢啊。无序的
竞争会让孩子焦虑，会认为我
已经很努力了，还竞争不过人
家。其实，一个人天天有进
步，就很好了。自己和自己
比，不要和别人比。

我从来不认为分数能衡
量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任何
一张考卷，都考不出一个人的
综合素质。

封皓元：于老师，您对00

后有什么寄语？

于漪：青春 是 人 生 之
王。青年时代是一个人最
有 理 想 信 念 ，最 有 人 生 追
求，思维最活跃，吸收知识
最好的阶段。因此青春是无
价的。珍惜自己的青春，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让它在
学 生 岗 位 上
闪 闪 发 光 。
就 像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所 说
的，“生逢其
时 ，重 任 在
肩”。我们伟
大祖国的复兴
梦就寄托在你
们 身 上 。 加
油！再加油！

办教育，最重要的
是培养孩子要有一颗中
国心。这颗心里，要装
着亲情、友情、师生情、
乡情、赤子情，要装着国
情、国运、老百姓的安
危，求世界之大同。

于漪有句名言：“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 受访者供图

90多岁的于漪老师，拍了拍高一学生封皓元的肩膀：“千钧重担，挑着！”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马鈜 周紫薇（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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