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5年6月7日 星期六

责编：宋磊 美编：职文胜 版式：洪菊华 责校：郑德衡4 城 事

本社社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金桥大道113号新长江传媒大厦 | 邮政编码：430013 | 长报传媒集团印务分公司承印 | 印刷质量监督电话：027-85888888

格里希之子：“非常乐意将资料捐献给武汉档案馆”

中华文明有迹可循的“家国信史”

长江中游简牍文物首次集中展出

“家国信史——长江中游简牍文物展”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
博物馆开幕。 长江日报记者汪洋 摄

长江日报讯（记者范婷婷 通讯员刘雨诗 实习生陈茹茜）
“这张照片和‘洋厂长’格里希的故事，被德国教育部收录进了
《德语中级教程》。”6月5日，曾担任格里希工作助手的李兵，向长
江日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第18个国际档案馆日即将到来之际，“中国改革友谊奖章”
获得者格里希在武汉工作期间的三位“身边人”，分别给武汉市
档案馆捐赠了一批珍贵资料。

李兵捐赠的这张照片显示，1985年6月18日，在武汉柴油机
厂五车间外，格里希戴着帆布手套，与技术人员一起检查出问题
的柴油机活塞。李兵作为助手也在照片中。

格里希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首位“洋厂长”。1984年，武汉
市开全国风气之先，通过德国友城杜伊斯堡市联系当地退休专
家组织，成功聘请了发动机制造和铁芯技术专家格里希担任武
汉柴油机厂厂长。

在汉工作期间，格里希大胆改革，从严治厂，被称为“质量先
生”。李兵介绍，格里希习惯于在现场解决遇到的问题。在其管
理下，武汉柴油机厂实现扭亏为盈，产品销至东南亚多个国家，
对当时的国企改革产生了积极影响。

李兵与这张照片的缘分却并未结束。7年后，他到德国一所
语言学校短期学习。一天课间休息时，德语中级班的中国同学
拿着课本，询问李兵是否认识照片里的人。“这不是格里希吗？”
李兵感到很诧异。

原来，这张照片连同格里希的故事，被德国教育部收录进
《德语中级教程》。而这套教材是外国学生学习德语的官方指定
用书。从那天起，李兵也因为格里希成为学校的名人。

“这不仅是我的亲身经历，更是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专家参
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见证。”至今，李兵的手机里还珍藏着这
张翻拍的照片。

武汉“洋厂长”格里希的故事走进德国教材 民警帮我调解
蔬菜“压车”纠纷

派 出 所我和我的

■讲述人：王志明

我叫王志明，72岁，在白沙洲农副产品
大市场当了21年蔬菜商行经理。

干我们这行有个“货不落地”的规矩，就
是新到的蔬菜放在车上卖才能卖得出价，一
旦离开车，买家就觉得菜不新鲜，价就跌
了。货不能卸，车就不能走，行话叫“压
车”。可送货的司机都不愿意被“压车”，成
本增加不说，还耽误时间。

但以往“压不压车、压多久”多数都是货
车司机出发前与蔬菜卖家口头约定的，有时
约定时间到了，车上的菜还没卖完就难办
了。司机想把车开走，可商行却需要把没卖
完的菜留在车上。

4月19日，我们商行到了一车豆角，可约
定的 3 天销售时间过去，还剩半车没卖完。
司机要卸货，我当然不依，双方起了口角。

很快，社区民警严辉警官带着辅警马上
到了。了解情况后，严警官先对我说：“合同
上写明3天，就得按约定来。”接着又转头劝
司机：“师傅您多包涵，这半车豆角要是卸了
可全浪费了，大家都亏的话，这生意哪能长
久？”

我们都冷静了下来，商量之后决定，由
商行补偿给司机200元“加时费”，司机也同
意再压车一天。第二天下午，半车豆角顺利
卖完。

听严警官说，为减少“压车”纠纷，洪山
警方专门编写相关警情调研报告，与“运满
满”接单App企业以及市场管理方对接提出
需求。后来，司机们在“运满满”接单时，每
个合同中就都增加了“压车时间”约定。这
样一来，“货不落地”有了依据，矛盾也少了
很多。

（长江日报记者夏奕 实习生顾雨晴 通
讯员杨槐柳 刘阳蕾 黄武略 陈科先整理）

（《我和我的派出所》专栏电子邮箱为
1019458868@qq.com，欢迎您分享故事）

【画像】 白沙洲市场派出所
洪山区青菱街白沙洲市场派出所辖区

面积6.6平方公里，实有人口近4.1万人。该
所首创的“7×24小时”大市场综合警务室被
评为武汉市“最美警队”，在“全市新时代英
雄城市先锋队”活动中获得第一名，是一支
远近闻名且具有光荣传统的先进基层警
队。近三年，该所获评“武汉市先进基层党
组织”“全市枫桥式派出所”等荣誉称号，
2024 年被省公安厅命名为“二级公安派出
所”、获集体三等功，派出所连续三年获评分
局“立功单位”。

长江日报讯（记者汪洋 通讯员付雅倩）“里耶秦简‘九九表’的
发现证明了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使用九九乘法口诀，比西
方的九九乘法口诀表早600多年。”6月6日上午，“家国信史——长
江中游简牍文物展”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拉开帷幕，该校
大学生志愿者金亍涵向来访嘉宾介绍一件件珍贵的简牍实物。
这是长江中游简牍文物首次集中展出。

简牍是中华文明传承的核心载体。它上承甲骨文和金文，
下启纸质写本和刻本文献，在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地位。本次展览由武汉大学联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湖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长沙简牍博物馆、荆州
博物馆、湖南里耶古城（秦简）、云梦县博物馆等共同主办。

据了解，长江中游是中国简牍出土最丰富的区域，70年来，湖北、
湖南一大批简牍重大发现填补了战国秦汉历史研究的诸多空白，是
中华文明开创、确立的大一统国家制度体系和文明形态的关键证据。

此次展览涉及的简牍文物时间跨度长，内涵范围广，代表性遗
址和代表性文物多，是长江中游简牍文物和简牍研究最为全面、最
新成果的首次集中展示。

郭店楚简《缁衣》、云梦郑家湖“中华第一长文觚”、里耶秦简“九九
表”、周家台秦简“二十八宿占”、兔子山遗址“秦二世元年诏书”、睡虎地
汉简《十二年质日》……展览展出各类重要简牍文物共计220余枚，其
他相关文物20余件（套）。一片片简牍记录下了古人的思想，而当无数
片简牍串联在一起，就构筑起中华文明有迹可循的“家国信史”。

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陈伟介绍，此次展览遵循简牍学的
内在规律，通过简明的文字和珍贵的实物，把长江中游的简牍时
代形象地再现出来。展出的简牍，年代序列齐全，有不少是举世
闻名的简牍珍品。其中，“中华第一长文觚”是首次走出云梦县，在
该县之外展出。

此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15日。

顶层设计：“十个一”工程构建全链条育人体系

课堂实践：“软融合”让价值观教育自然生长

持续创新：数字化赋能“精准育人”

数字化成为武汉文理学院课程“精准育人”
的新助力。今年上半年开始，学校启动教育数
字化转型“四步走”计划：邀请专家培训、引入智
能教学平台、全员实操培训、暑期完成课程数
字化改造。AI 助教、知识图谱等工具被用于分
析课堂思政元素融入效果。“我们要让 AI 助教
成为教师的好帮手，实现人机协同教学。”杨灼
芳说。

教师们也进一步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和案
例研究中逐渐实现数字化转型。《教育心理学》课
程将开发“教育情怀指数”大数据监测平台，通过
学习行为数据预测价值观发展轨迹；《体育概论》
教师戴戈建立数字资源库，开发“体育思政”在线

案例库、微课视频，提供互动学习平台，丰富教学
资源，运用VR/AR技术，创新教学方法，提升情
境教学的真实感和吸引力……

6 月 12 日，学校将举办全校中青年教师的
数字化教学设计创新活动，其中课程思政是重
要评分维度，推动思政与技术深度融合。“通过
活动促进课程思政建设，我们希望激发教师的
创新热情。”杨灼芳说。

“教育是慢的艺术，课程思政更需要润物
细无声的耐心。”杨灼芳指出，下一步，学校计
划将典型案例从“专业全覆盖”推向“教师全覆
盖”，推动全校 700 余名专业教师“人人有案
例”，让每位教师都能打造具有专业特色的课

程思政 IP。同时，加大教研成果转化，将优秀
案例转化为省级、国家级教研项目，提升成果
的影响力。

杨灼芳表示，学校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强化顶层设计，构建课程思政建设体系，以

“十个一”工程为支点，通过机制创新、典型选树、
平台搭建、师资赋能与课程重构，实现了思政教
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其典型教学案例入
选全国高校教师发展联盟汇编，既是荣誉，更是
责任。未来，学校将继续深化课程思政改革，为
培养“专业筋骨”与“家国情怀”兼备的时代新人
贡献更多“文理智慧”。

文/陈玲 毕燕妮

武汉文理学院：

构建“全链条”课程思政体系，打造立德树人“文理范式”

在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时代背景下，武汉文理学院以系统性、全局性

理念突破传统教育教学边界，形成了具有示范意义的课程思政“武汉文理范

式”。2025年5月，学校《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测试》《土木工程测量》《病原生物

学》等45个课程思政典型教学案例被汇编至高校教师专业发展联盟网，其课程

思政的创新做法与成果成为全国各高校示范样本。

近年来，武汉文理学院紧紧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面推进课程思政

建设，发挥课程思政育人功能，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探索各具特色的课程思政建

设新路径。随着课程思政探索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各学院各专业形成了诸多具

有实践指导意义的经验做法与成果。学校将思政工作体系贯通学校人才培养体

系全过程，构建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的大格局。

“课程思政不是简单贴标签，而是要把价值
观引导融入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中，帮助学生塑
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校党委书记
杜永成说。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武汉文理学院
构建了系统化的课程思政建设体系。学校成立
了由校党委书记杜永成和校长谭晓明担任组长，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明光和副校长杨灼芳担
任副组长的课程思政建设领导小组，全校12个
系部负责人共同参与，组建跨学科的“课程思政
教育研究中心”，形成协同育人机制。

2024年12月，学校正式推出“十个一”工程，
涵盖组织建设、师资培养、课程开发、评价体系等

全环节：成立领导小组、组建研究中心、打造教研
团队、评选优秀教师、建设示范课程、开设专题网
站、编写典型案例、产出教研成果、申报相关奖
励、建立评价体系。这一系统化方案成为该校课
程思政改革的“施工蓝图”。学校通过“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研修项目”“课程思政典型案例开发专
项”“课程思政教学竞赛”等，提升教师课程思政
素养，帮助教师挖掘专业课的课程思政元素。

“十个一”工程中，师资培养是关键。“我们要求
每个专业都建立自己的课程思政教研团队，目前全
校已经形成了45支这样的团队。”副校长杨灼芳介
绍，团队通过“以老带新”的方式，让经验丰富的教师

带动新人，实现课程思政的全覆盖。学校还建立了
105个典型案例库，供教师们学习参考。另外，学校
要求每年每个专业申报一个课程思政教研项目，这
类项目已占到全校教研项目总数的三分之一。

现在，一种将课程思政研究作为常态的教学
氛围和习惯在武汉文理学院已然形成：每周三下
午固定为教研活动时间，全校教师以课程组为单
位开展课程思政专题研讨；新引进的智能教学平
台可以帮助教师分析课程中的思政元素融入点；
每年举办的教学竞赛特别设置课程思政创新奖。

“全链条”课程思政体系正在改变着教师们的教学
思维和教学方式，思政教育的效果也越来越清晰。

课程思政如何避免“生硬说教”？武汉文理
学院的答案是：结合专业特色和学生特点，找到

“契合点”。“我们的学生专业专注度强，喜欢实践
性强的学习方式。”杨灼芳说。为此，学校特别强
调要在实践环节融入思政元素，用学生喜闻乐见
的形式来实现教育目标。

在政法学院《婚姻家庭继承法》的课堂上，陈
海峰老师通过分析婚姻政策，引导学生理解法律
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新闻摄影》课程教师鄢婷将
教授专业技能与培养学生爱国之情紧密结合，让
学生自然而然感受到中国之美；商学院刘炫老师
带领学生开发“古建筑文化科普小程序”，激发了
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学生感慨：“原来

冰冷的代码也能唤醒文化记忆！”；教育学院构建
了“案例启思—问题探究—情境践行—互动共情
—技术赋能”的闭环教学体系。在《教育心理学》
课程中，教师们用张桂梅校长的感人事迹，培养
学生的教育情怀。“我们要让学生明白，教育不仅
是传授知识，更是塑造灵魂。”该课程教师贺霞
说。

理工科的融合更具挑战。针对工科生“重技
术轻协作”的倾向，信息与计算机学院的《数据结
构》课程教师缪琦用“队列”的概念讲解社会秩序
的重要性。她以银行排队为例，引导学生思考：

“为什么社会需要规则和秩序？如果每个人都想
插队，会是什么后果？”这样的讨论让抽象的计算

机概念变得生动起来。更难得的是，她带领学生
走进乡村，用Scratch编程设计防溺水警报器，用
Python绘制家乡地图，让留守儿童感受“科技守
护粮仓”的力量。这种“代码+公益”的模式，不仅
提升学生实践能力，更深化其社会责任感。

种种独特的教学方式，正是武汉文理学院近
年来探索课程思政建设的生动缩影。数据显示，
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效果显著：2024年，该
校学生社会实践参与率提升了40%，多个团队在

“三下乡”活动中获得表彰。工科生不再单单“埋
头编码”，同时也关注到国家、社会的发展，文科
生跳出书本的限制，致力于“知行合一”，这些变
化都印证了课程思政的成效。

缪琦老师正在指导学生。刘炫老师给学生上课。

武汉文理学院校园图片。

长江日报讯 6月5日上午，第18个国际档案日即将到来之
际，武汉市档案馆举行“中国改革友谊奖章”获得者“洋厂长”格
里希档案资料捐赠仪式，一批格里希相关珍贵档案入藏武汉市
档案馆。

捐赠仪式现场，格里希在武汉工作期间的三位“身边人”带
来珍贵的档案资料。格里希儿子贝尔恩德·格里希通过视频致
辞，捐赠了格里希原始照片册8本1925张（1983—2005年），以及
格里希来武汉使用的皮箱1件。武汉市委外办退休干部周健文
捐赠了档案资料12件。格里希工作助手李兵捐赠了采访武汉柴
油机厂19位老同事回忆格里希治厂的音频录音资料汇集1件，
纸质档案资料19件，包括格里希赠送他的德英词典、收录格里希
1984—1985年改革武汉柴油机厂设计方案和工作日志的《格里
希在武柴》等。武汉柴油机厂退休干部曹小麓捐赠了档案资料6
件，包括格里希赠送她检测用的带刻度放大镜等实物。

视频致辞中，贝尔恩德·格里希动情地说：“武汉是我父亲的
第二故乡，他热爱这座城市和她的人民，我们非常乐意将保存的
相册等历史资料捐献给武汉档案馆。武汉多年来不忘父亲这位
老朋友以及他在武汉所做的贡献，我和家人为此而感到骄傲和
自豪。”

周健文介绍，从2015年起，他就开始致力于收集格里希先生
夫妇的相关资料和图片。2018年，他专程到德国，辗转拿到了格
里希先生夫妇留下来的珍贵的8本照片集原件，征得格里希先生
后人同意，此次将其捐赠给武汉市档案馆。

武汉市档案馆负责人表示，格里希的这些档案资料，不仅记
录了他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为本地企业发展和中外交流作出
的突出贡献，更折射出改革开放的蓬勃生机与活力，为改革开放
史研究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实物依据。

（叶飞艳 宋晓丹 马昕冉）
李兵捐赠的照片连同格里希的故事，被德国教育部收录进

《德语中级教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