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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进取 用成长点缀人生路

成长是一条无休止的道路，“活到老，
学到老”，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出现不同
的难题等待我们去突破，成年人的成长，其
实与学生时代并无两样，追求进步而通过
更好的平台实现自我能力的全面提升，为
的是追求心中更加高远的天空。

在院办公室工作的2020级警务硕士
生张章老师认为，作为教师，要给学生一碗
水，自己就要有一桶水，为了更好胜任教师
这份职业，就要不断提升自己的学识和能
力。

在复习考研的两个多月时间里，她没
有因为工作而耽误学习，同样没有因为学
习而延误工作，下班、周末，工作之余都是
学习，办公室、图书馆等地随处可见她刻苦
钻研的身影。

“那两个月的确很辛苦，但想着咬咬牙
就过了，晚上下班之后吃了饭就回到办公
室学习，直到凌晨才回家。”特别是新冠疫
情防控期间，她更是以一种近乎忘我的状
态完成了考试前最后的冲刺。

回想起备考的时光，张章觉得十分充
实，她说：“为了自己的目标去努力奋斗的
过程是最有意义的。”

斩荆棘 只为心中更高的追求

对进步的追求，从来不是青春年少的
专利，对更高山峰的向往和冲锋，也从没有
年龄的限制和阻挡，但相比于学生时代的
无所牵挂，步入社会的他们因为生活的羁
绊，追求进步的道路会更加曲折蜿蜒，踏上
此条征途，他们靠的是什么？

“我每天都给自己规划了三个小时的
时间用来学习，我把复习资料分了板块，每
天就看一部分，三小时也不是固定的，什么
时候完成当天任务什么时候结束。”来自成
都市公安局双流分局的李南鑫师兄说到。

在原单位案件组工作的他，在侦破案
件的过程中，不眠不休的状况时常出现，基
层单位任务紧、工作量大，这无疑为他考研
的道路增加了极大的阻碍，面对考试和工
作的双重压力，他尽可能地牺牲掉自己休
息的时间，将其分配到学习当中，“我觉得
在基层就算再忙也总挤得出时间的，就像
我之前办一个案子的时候，一直忙到了凌
晨五点，当天就没有看书，但是工作结束了
过后我就把书拿出来看到了七点才回家休
息的。”李师兄玩笑地说到：“反正五点睡和
七点睡已经没什么区别了，干脆看看书！”

正是源自于李南鑫坚持的学习态度和
严于律己的学习决心，最终用一份异于常
人的辛劳换来了那张鲜红的录取通知书。

守初心 为民奉献初心不褪色

脱下绿军装，换上藏青蓝，离开了祖国
边陲，依旧舍不掉心中的责任与使命，这就
是孙孝炎。

“按照别人的话说，我学土木专业出
身，照理说应该还是很好就业的。”谈及转
业从警，孙孝炎师兄说到，“但是通过部队
两年的经历，对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改变，
我对奉献和感恩的理解更深了一些，我感
觉自己奉献的还不够，所以选择了公安这
个行业。”

四年的高速交警经历让孙孝炎目睹了
大大小小太多的交通事故，当事人的悲惨
经历、现场的鲜血淋漓、事故背后家庭的支
离破碎……看着当事人家人悲痛的面容，
他下定决心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改变这样
的环境，“我想这些事故本来是可以避免
的，如果我能力再提高一些或者管理模式、
人员配置再科学一些，或许就不会有这么
多事故的发生，这就是我选择读研的原
因。”

关注孙孝炎的微博和朋友圈便能看
出，在生活中他同样是一个充满“正气”的

人，“特警小兵”是他的微博名称，这个拥有
38万粉丝的账号一直以来都运用自己在社
交平台的影响力向公众传播着有关军警的
正能量视频文章，为树立军警正面形象、普
及民众法制观念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积极影
响。

两年军旅生涯，锻造了他坚定不移为
民奉献的责任，从警四年，他依旧初心不
改，在原有的道路上，大步前行！

心中存有高远之地，不满足于现状的
片刻安稳，用理想之力决战现实的骨感，这
便是作为成年人最勇敢的选择。

作为2020级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名，李
亚真师姐这样说到：“我想要过一种富有挑
战的人生，而不是一眼望到头的人生。”当
下的生活的确是自己通过努力而争取的，
但绝不会是最理想的状态，每一个人都有
一个不甘的追求，放手去搏，才有可能赢得
一片天地。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 （王星宇）

按照学校与四川民族学院联合培养高
素质涉藏警务人才的工作安排，3月15日，
学校第三批29名治安学专业（涉藏治安管
理方向）五区队学生（2018级）顺利抵达康
定，正式开启了在四川民族学院藏学学院
为期45天的学习生活。

据了解，为切实推动我省涉藏州县长
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学校自2016年开始
一类模式（藏文）招生。曾于2018年7月完
成了为期一年在四川民族学院预科学习的
29名学生，将重返熟悉的课堂并得到为他
们量身打造的藏族民族、文化、历史、宗教

等专业师资团队倾囊相授。文化课程学习
结束后，康定市公安机关将安排29名学生
进行为期4个月的专业实习。

在3月16日举行的开班典礼上，四川
民族学院党委常委、副院长蒋超致欢迎辞
并向学员明确了“守纪律、讲政治、学做人、
重学习”的要求，他希望大家珍惜学习机
会，以优异答卷为成长为高素质涉藏警务
人才夯实基础。参加典礼的有四川民族学
院教务处、藏学学院负责同志和学校教务
处、招就处、学生处负责同志，蒋超详细介
绍了教育教学运行保障和培养方案目标任

务等相关内容。

相关新闻

3月16日，学校一类模式（藏文）预科
班师生座谈会在四川民族学院举行。围绕
学校发展、专业设置和学生管理等事项，预
科班学员和到访的学校教务处、招就处、学
生处负责同志进行了充分交流，并进一步
明确了秋季学期入校学习的目标任务。四
川民族学院预科教育学院主要负责同志等
参加座谈会。 （教务处）

破立并举
推进教育评价改革落地见效

学校召开解读《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主题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谢佳成 闫旭）3月16日
下午，周长明副院长以“解读《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
案》）”为题在成教部多功能教室作主题讲
座。全体在校教职工参加讲座。

周长明从指导思想、出台背景、重大意义
对《总体方案》进行阐述与深度解读并指出，
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总体方
案》围绕党委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五
个主体，坚持“破”“立”结合，系统谋划，协同
推进，推动教育改革走深走细走实。

周长明强调，全体教职工要深刻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就深化教育评价改革作出的重
要指示批示，准确把握方案的基本定位和改
革部署，奋力推进学校教育评价改革各项任
务举措落地见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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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举办
《四川禁毒工作态势》主题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冯潇 谢晓颖 龙诗艺）3
月17日下午，四川省公安厅禁毒缉毒总队
副总队长，全国缉毒侦查专家王林教授应邀
到校做“四川禁毒态势”讲座，学校侦查系相
关负责同志和禁毒专业学生代表参加讲座。

王林从全球毒品犯罪的现状讲起，依次
分析了我国毒品犯罪现状、四川毒品犯罪现
状及其禁毒工作形势。他指出，四川不仅是
我国外来毒品防守的第二线，还是合成毒品
制造大省，虽然近年来四川禁毒缉毒工作卓
有成效，但整体禁毒形势依然严峻。王林强
调，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和人
民福祉，厉行禁毒是党和政府的一贯主张。
我们要薪火相传，不断创新，培养更多年轻
一代的禁毒人，努力锻造出一支有血性、有
品德、有本事、有灵魂，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
质专业禁毒队伍。

会后，王林在相关负责同志陪同下参观
了学校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并对基地建设提
出指导意见。

学校举行重大案件侦查
及战法实践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曹誉曦 黄静雯）3月17
日晚，学校在行政楼多功能会议厅举行重大
案件侦查及战法实践讲座。特邀仁寿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中队长杜杰进行讲座，学校交
管系部分师生参加讲座。

杜杰围绕推动公安队伍专业化、实战化
建设两个维度；聚焦侦查破案、类案侦查、审
讯办案三个重点，结合自身工作实践经验和
专业研究视角，从“眉山市佛头盗窃案”、“部
督眉山市5.1系列盗掘古文化遗址专案”、“眉
山市系列盗掘古墓葬案”三个典型案例入手，
描述其现场勘察具体情况、分析案件特点并
深度剖析，总结案件带来的经验与思考。

杜杰向师生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在侦查
案件的过程中做好迎难而上的准备，要有敢
啃硬骨头的心理。二是面对瓶颈阶段，在以
传统的侦查思路为基础和指导的同时，拓宽
思路，勇敢创新。三是加强技术手段综合运
用，协调部门合作，强化信息综合研判能
力。杜杰强调，为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
公平正义，人民警察必须履行好党和人民赋
予的新时代使命而不懈奋斗。

学校举办“道路交通事故处
理民警岗位能力”主题讲座

本报讯（通讯员 张丙煜 王子叶）3月18
日下午，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级工
程师唐剑军应邀到校做“道路安全事故处理
民警岗位能力”专题讲座，道交系师生代表
近百人参加讲座。

唐剑军结合实际案例与自身工作经验，对
交通事故的构成因素、处理重点以及预防思想
等方面进行讲解，并寄语在场同学，要做到以
人为本，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秉持责任怀揣于
心的原则，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交警。

第三批29名治安学专业（涉藏治安管理方向）学生
开启在四川民族学院的学习生活

警务硕士研究生：
浪花只为扬帆者绽放

警院人
在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川警院校

园里，有这样一个学生群体，他们步

入社会多年且有的已为人父母，并在

警队的工作锻炼中成长为了所在单

位的骨干，但心存更高的理想和追求

的他们，怀揣着一份执着，汇聚到了

川警院这个大家庭，他们的名字，叫

做“警务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