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6月27日、28日，2019届本科生、研究生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在北一区体育

馆举行。校党委书记郑萼，校长孟繁华，党委副书记缪劲翔、徐志宏，副校长杨志成、李有增、

方复全、李小娟，各院系、单位党政领导、学术委员会委员、教师代表、亲友代表和4500多名毕

业生参加典礼。

学校举办“祖国颂 首师情”教职工七一合唱展演
本报讯 7 月 1 日下午，校工会联合

校友基金会、音乐学院、离退休干部处等

部门在大学生活动中心演播厅成功举办

了“祖国颂 首师情”教职工七一合唱展

演活动。学校党政领导郑萼、徐志宏、杨

志成、李中奇、李有增、李小娟等和 30多

个部门工会、离退休干部处教职工共计

800 多人齐聚一堂，一同参加了演出活

动。

校党委书记郑萼在演出前致辞，她

代表学校党政，向全校 7357名共产党员

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今天参演的所有教

职工表示衷心的感谢！她说，今天是我

们党的98岁生日，98年来，党“为中国人

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必

将激励我们每一位党员，牢记使命、开拓

创新，奋力开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新局面；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作为参与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

活动的高校之一，我们一定会不负重托，

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全力

以赴完成好各项任务；今年也是首都师

范大学建校 65周年，我们的校史馆作为

建校65华诞的献礼，生动展现了学校65

年发展的光辉历程，将激励着首都师大

人团结一心建设更加辉煌的未来。她希

望教职工们把最嘹亮、最深情的歌声献

给党、献给祖国、献给学校，并祝福我们

的党永葆先进、再创辉煌，祝福我们的祖

国恒久繁荣昌盛，祝福我们的学校再谱

绚丽华章！

初等教育学院、离退休干部处、学前

教育学院、后勤保障部、机关教职工以及

部分党政和学工干部相继进行了“五四

光芒耀神州”、“抗日救国挽危亡”、“伟大

祖国向前进”、“改革开放再出发”、“同圆

中华复兴梦”五个篇章的合唱展演。台

下近 400余名教职工组成红、白、蓝三个

方阵，和台上进行了互动演出。五个篇

章紧贴我国现当代历史发展脉络，精选

了1919年至今100年间脍炙人口的20余

首革命和爱国歌曲，表现了中华儿女百

年来不畏艰辛、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

到场的教职工激情满怀、台上台下互相

呼应，整场演出形式多样、气氛欢快、场

面恢宏，生动地展现了各个时期爱国儿

女的鲜明形象和精神风貌，充分体现了

学校教职工的爱党、爱国热情和爱校、荣

校情怀。演出在全体教职工《歌唱祖国》

的嘹亮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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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14日下午，北京市“新疆中

小学少数民族骨干教师培训项目”总结会在

我校召开。北京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民宗

委主任钟百利、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奕、新

疆教育厅副厅长刘玉光出席会议。我校党

委书记郑萼致辞，北京教育学院院长何劲松

介绍了该校相关工作情况。总结会由徐志

宏副书记主持。中央统战部八局六处处长

王勇、教育部民族教育司双语教育处处长李

彬、北京市扶贫办一处副处长田国明、北京

市教委扶贫协作与支援合作处处长王力志

出席本次会议。我校相关职能部处和院系

领导，上海市师资培训中心、南京师范大学

和天津师范大学的代表，海淀区和房山区中

小学教师代表参加会议。

郑萼指出，我校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对我校“用心用情”培养新疆学生的重要批

示精神，认真落实蔡奇书记“首都师大姓师”

和办好“双一流”大学的重要指示，自 2015

年来承担了 4 批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

教师培训任务，在新疆教育厅和北京市的支

持和指导下，探索形成了援疆育人的“首都

师大模式”，并将“用心用情”升华为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生态，积极做好少数民族学生教

育培养工作。未来，我校将更加深刻把握教

育援疆工作的新要求，为新时代教育援疆事

业贡献力量。

刘玉光指出，教育作为最大的民生工

程，对于新疆实现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以及

精准脱贫意义重大。首都师大多年来已经

向新疆输送了千余名人才，本次项目中培养

的四百余名教师，也必将成为新疆教育的中

坚力量。

李奕指出，“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

教师培训”项目取得圆满成功，是首都师范

大学和各相关单位积极践行党的民族政策

和援疆政策，用心用情，合力而为的结果。

首都师大为新疆培养的种子教师学成返疆

后，已逐渐成为助力新疆教育水平提升的中

坚力量和传播践行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光荣

使者。他勉励各位学员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在立德树人和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方面继

续做表率、创佳绩。

钟百利充分肯定了我校在新疆少数民

族教师培养工作中取得的各项成绩。他指

出，承接该项目以来，首都师大始终站在服

务国家战略的政治高度，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圆满完成了新疆

少数民族骨干教师培训任务。他勉励首都师范大学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继往开来，接续奋斗，架设起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

交融的桥梁，为民族团结各项工作奠定坚实的基础。

何劲松对新疆中小学少数民族骨干教师培训项目前期培

训工作情况作了汇报。京疆学院授课教师代表陈薇、京疆学

院2016届学员帕提古力·热西提先后发言。

总结会结束后，举行了“祖国颂 首师情”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建校65周年京疆学院汇报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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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29日，在建校65周年前夕，学校

在主楼二层大厅隆重举行校史馆开馆仪式。杰

出校友代表、学校历届校领导、现任学校领导、离

退休老同志、民主党派代表、中层正职、师生代表

参加了开馆仪式。开馆仪式由校长孟繁华主持。

出席开馆仪式的杰出校友代表有第 29 届奥

运会组委会执行副主席蒋效愚、副主席兼秘书长

王伟，原新华社副社长路建平，北京市委副秘书

长郑登文，中央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高洪，北京冬

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原北京 101中学

校长郭涵，原北京市第五幼儿园园长朱小娟。

在开馆仪式上，原纪委书记潘亮介绍了校史

馆筹建情况。他谈到，在校史馆两年多的筹建工

作中，始终坚持客观准确、精益求精两条原则，以

工匠精神做好每个细节，力求校史馆能够经得住

历史检验，能够展现出首都师大的办学历史、办

学特色、办学亮点和历史贡献。

党委书记郑萼先后向为校史馆捐赠重要实

物的校友代表蒋效愚、张雪、朴学东，老同志代表

陶凤娟、李文松、马啸风，以及欧阳中石、孙长江、

齐世荣、李燕杰的家属代表或所在院系代表颁发

了纪念证书。党委副书记缪劲翔向学生讲解员

代表颁发了聘书。

北京教育系统关工委主任、原校党委书记张

雪作为历届校领导代表向校史馆建成并正式开

馆表示祝贺，希望学校把校史馆建设成为面向师

生员工开展爱校荣校教育的基地、联系广大校友

的重要纽带。

原101中学校长郭涵作为基础教育领域优秀

校友代表，深情回忆了在母校的学习与生活，表

示会一如既往的关注母校的建设与发展，并做出

自身应有的贡献。

历史学院教授郝春文作为教师代表历数了

在校学习、工作四十年期间学校发生的重大事件

以及对于学校历史发展的重大影响，希望学校能

以校史馆开馆为契机，大力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校团委兼职副书记、化学系本科生林兆鸿作

为学生代表谈到，参观校史馆之后深切感受到了

学校的历史带给首师学子的力量，表示要以校为

家，以史明志，以馆会友。

最后，党委书记郑萼在讲话中指出，在喜迎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们迎来了校史馆的落

成，这是献给建校 65 周年的一份厚重的生日礼

物。学校将加强研究、深入挖掘校史文化内涵，

充分发挥校史馆育人功能，激励广大师生员工积

极投身“双一流”建设，助力学校改革发展。

在合影留念后，各位嘉宾来到主楼十层，蒋

效愚、王伟、路建平、郑登文、于洸、杨学礼、许祥

源以及郑萼、孟繁华共同为校史馆揭幕，并在讲

解员同学们的引导下一起参观了校史馆。

在开馆仪式举行之前，校史馆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试运

行。部分院系、单位组织离退休老同志、在职教职工、党员参观

了校史馆，开展校史校情教育。毕业季期间，综合档案馆、研究

生工作部还联合开展了“讲校史、明校情、传校风”活动，激发了

毕业生们的爱校、荣校、兴校、强校之情。

交叉科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召开
本报讯 7 月 2 日，首都师范大学交

叉科学研究院成立大会在我校学术报告

厅顺利召开，本次大会由揭牌仪式和数

学学科群建设交流会两部分组成。北京

市教委副主任黄侃、北京市科委副主任

张光连，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校长张军院

士、北京大学田刚院士、中国数学会理事

长袁亚湘院士等 14 位院士和来自全国

各地三十余所高校的数学学院院长出席

了会议，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郑萼、校

长孟繁华等校领导、相关职能部门及院

系领导、部分学科带头人及科研骨干共

计12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揭牌仪式由首都师范大学副校长、

交叉科学研究院院长方复全院士主持。

校党委书记郑萼首先发表欢迎辞并宣读

交叉科学研究院成立决定。在讲话中，

郑萼书记阐述了交叉科学研究院所肩负

的社会使命及历史责任，应发挥优势学

科的龙头效应，促进交叉学科融合创新，

助力学校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张军院士宣布首都师范大学交叉科

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在张军院士、田刚院

士、袁亚湘院士、黄侃副主任以及郑萼书

记、孟繁华校长的共同助力下，首都师范

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条幅徐徐展开，预

示着首都师范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的成

立将成为学校交叉学科发展上新的里程

碑，并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大力支

持下，在众多优秀科学家的关注和指导

下，继承光荣传统，解放思想、埋头苦干、

开拓创新，为科学发展事业做出积极贡

献。

随后，孟繁华校长宣读首都师范大

学交叉科学研究院第一届学术委员名单

并为到场14位院士委员颁发聘书。

作为首届交叉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

会委员之一，中国数学会理事长袁亚湘

院士在致辞中对交叉科学研究院的成立

表示祝贺，阐述了交叉科学研究院成立

的必要性和紧迫感，同时对首都师范大

学近年来在数学及其交叉学科领域所取

得的成绩予以肯定和赞扬，并表示出对

首都师范大学交叉科学研究院推动科研

创新、促进学科交叉融合以及加强人才

培养等方面的充分信心。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黄侃同志的致辞

从学科教育及人才培养角度对交叉科学

研究院的建立予以支持和肯定，并对研

究院未来的科研及人才培养工作提出两

点建议，强调科研工作需要加快科研管

理创新、加强产学研结合，积极服务社

会，为首都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揭牌仪式结束后，市教委副主任黄

侃与各位院士以及校外领导同仁、出席

本次会议的校方领导及教师代表一同亲

切合影。

随后，数学学科群建设交流会正式

开始，由北京大学田刚院士主持。我校

交叉科学研究院唐舜副院长就交叉科学

研究院学科建设规划、科研前景展望以

及科研人才培养向在座同仁进行了汇

报，北京大学陈大岳院长、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李嘉禹院长、四川大学张伟年院长

为嘉宾介绍了本校交叉学科平台的建设

经验。针对几位院长的发言，并结合在

座各位来宾在数学学科研究领域所获心

得和体会，大家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共

同围绕当前学术前沿，探讨了数学及其

交叉学科的热点问题，共商了数学及其

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院校之

间学术交流与合作，为以数学为核心的

学科群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经验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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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很好的国家，是世界上国土面积第三大的

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意思对吧？

我小时候就想来中国，现在我终于来了。你想知道我

在中国的生活吗？那读读我的故事吧。我相信你读完我的

故事，你会渴望来到中国。

我来中国快一年了，我是来学习的，我今年在首师大学

习汉语。

我刚来的时候常常感到寂寞，因为这是我第一次离开

我的家人，但是我慢慢地习惯了。

来中国以前我听说在中国学习非常不容易。我来中国

以后就发现在中国学习真的不容易，我每天早上5点就起床

了。我们每天上下午都有课，有时候晚上也上课。

刚开始我遇到了很多困难，因为我刚来的时候不习惯

这样的学习情况而且我不习惯吃中国菜，跟中国人交流也

有困难，因为那时候我的汉语说得不好，所以我常常哭。我

对自己说你真的坚持不下去了。但是有一句话叫“世上无

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一听这句话就不想放弃了，我明白

只要努力坚持学下去就可以了。而且我们的老师们都非常

好，他们帮了我很多忙。

我们一听到中国就很自然地想起长城了。长城这么有

名的地方你一定想去看看对不对？

我们学校组织了一个活动。你读了上面的句子能猜出

那个活动吗？我相信你一定猜出来了，就是去爬长城的活

动。我一直都想爬长城，但是没想到这个梦想这么快就实

现了。那是一个周五，我们是考完试以后去的。那天我非

常高兴，我拍了很多照片，我们也拍了全班的照片。我一回

宿舍就跟家人聊天儿，我发给他们很多照片，我妈妈高兴地

说你终于爬长城了。这是我在中国最难忘的事儿。

我们一月份就放寒假了。寒假以前我什么旅行计划都

没有，所以寒假时我就待在学校的宿舍。那时候我每天用

五六个小时学习。我跟很多同胞见了面，我们做了我们国

家的特色菜，我们玩得很开心。

2月4号正好是除夕，第二天就是春节。春节是我最难

忘的回忆，因为我是在一次春节联欢会中找到了适合我的

人，那个人就是我的丈夫。那你觉得那天我的心情怎么样？

你猜吧！除了这个，除夕那天我还跟同学们和老师们一起

去了学校的一家饭馆儿包饺子。来中国以前听说中国人过

春节时的传统是包饺子，我今年在中国过春节也包了饺子，

我觉得特别开心。

2月7号是我的生日，虽然我没准备生日晚会但是过得

很愉快，那天我真开心，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中国过生日。

白老师和侯老师都祝我生日快乐，我的同胞给我买了一个

生日蛋糕，我的三位同学也送给我了一件礼物。

中国人都很热情。有一天我和我的同胞迷路了。我对

他说是他的问题，他也对我说是我的问题。后来我们决定

问一个中国人。那个人很耐心地帮我们找到了回学校的

路，我们也跟他拍了一张照片，这件事让我很感动。

中国人工作都很努力，银行即使在周末也营业，老师们

天天这么忙，这么认真，服务员也是。看到他们这样我就明

白为什么中国发展得这么快。

北京非常漂亮，当然中国还有很多漂亮的地方，例如苏

州、杭州、桂林。你听说过“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和“桂林山

水甲天下”吗？听说这些地方美极了，我打算明年去看看。

时间过得真快，两个月以后就要参加预科结业考试了。

我希望每个学生都能通过那个考试，让老师们、家人和自己

高兴。

你对我的故事有兴趣吗？你也想来中国对吧？相信

我，中国人真的很热情，他们会欢迎你。如果你想留下难忘

的回忆，那我邀请你来中国。你一来就不想去别的地方了。

你现在很想知道我是谁对吗？那我马上告诉你。

我是赵娜娜，我是马里留学生。

中国欢迎你
预科6班 赵娜娜 马里

这是一个我与中国相识的浪漫故事。虽然故事很

长，但我想从故事的开始讲起。

早在我来中国之前，我就对亚洲文化产生了兴趣，我

一直认为中国的建筑和传统文化是独特而又有趣的。历

史上传统的服装，迷人的汉字结构，所有的这一切已经让

我爱上了中国。

三年前的一天，我终于有了一个千载难逢去中国的

机会，非常令人激动。二零一六年八月，我和一个小旅游

团一起首次来到中国，那次我们参观的地方是俄罗斯附

近的小镇——吉林省珲春市，这座城市跨过了中俄边境。

我走在城市的街道上十分有趣，房屋、氛围、甚至树木，一

切看起来都是那么新奇。记得我第一次品尝中国菜，中

国菜的味道很特别，与俄罗斯的菜的样子也很不一样。

这趟旅行令我非常欣喜，也很难忘。

这次中国旅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二年我又

一次愉快地飞去了中国。这一次旅行的目的是游览延吉

市。延吉和珲春相比，是一个较大的城市，外面的人群，

烈日下的美食街和美丽的公园，这些都是延吉市为我这

个“中国迷”留下的美好回忆。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一个

中心公园里的池塘里布满了莲花，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

这么漂亮的风景。从那以后，一想到中国的城市，我总是

回忆起这个池塘和满池盛开的莲花。

每次旅行回来，我都会常常想起在中国旅行的情景。

我迎来了最后一个学期的大学课程，所以我考虑毕业后

要不要到中国继续上大学的问题，于是联系到了一所离

中国很近的大学——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学继续我的学

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梦想着去中国的大学学习汉

语。

有一天我的好朋友给了我一个申请中国政府奖学金

的网站，网站的说明清楚地写着：只要符合申请要求，外

国学生就可以继续在中国学习。从那时起，我认为在中

国学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我立即申请了奖学金，

在漫长的等待大学回复的时间里，我努力完成了俄罗斯

大学的学业，几个月后的一天，我的好运气终于来了，当

看到中国的大学录取通书时，我不能撒谎，这真是我人生

中最快乐的一天啊。

当开始做去中国留学的准备时，我承认尽管喜欢中

国，但一想到要一个人待在异国他乡，我就害怕极了。不

过我认为，对许多人来说，离开自己的舒适区，一头扎新

的、未知的领域都是很可怕的。

可令人惊讶的是，在我离开家的那天，我非常平静。

飞机准备降落在北京时，我才意识到这不是梦，而是我要

向全新的世界迈开的第一步。在去首师大的路上心中所

有的兴奋，无法用语言说清楚。

开学之后，日复一日，我慢慢开始学习中文，竟然没

想到汉语会这么有趣，我很快就交到了朋友。在课余时

间，我们经常去北京著名的地方，比如故宫、清华大学、天

安门等，顺便说一下，我以后要去的大学在上海，所以我

对这个城市也特别感兴趣。

我也很喜欢在首师大的生活，首师大的老师们已经

为我安排了几次活动，我们已经去过了长城，还去了奥林

匹克公园参观展览，我觉得我们学校的活动十分有意思。

到目前为止，我在中国已经有七个月了，我的汉语水平明

显提高了，这让我的心中充满了喜悦。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我最喜欢的是春节。春节期

间，街上挂着红灯笼，红“福”字贴在门或者窗户上，还有

美丽的对联，让节日气氛非常喜庆。这次我也被邀请到

中国家吃年夜饭。这个中国家庭非常热闹，他们做了各

种各样的菜，让我怎么也吃不完，我很高兴能成为这个家

庭的客人。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人

民，所以我很喜欢走在城市的街道上观察来来往往的人。

事实上我可以谈论很多关于中国的事情，因为我喜

欢中国的一切。如果还有人不知道什么是幸福，那我会

告诉他我的幸福就是在我喜欢的国家学习语言。

还有四个月的时间会在北京，我会尽可能多的去有

趣的地方，看更美丽的风景和风俗。 这不是我与中国故

事的结局，等预科结业考试结束以后，我可以肯定地说，

这只是一个又长又浪漫故事的开始。

我与中国的浪漫故事
预科7班 方贤雯 俄罗斯

预科9班 齐小东 赞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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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说生活充满机遇，一旦你找到一个抓住它。

对我来说，我的机遇是到中国学习。中国在我的国

家有奖学金的项目。我申请了这个项目，但是没有

期望太多。差两个星期到九月的时候，我收到我被

录取的消息，我非常兴奋。我从来没来过中国，所以

我保持开放的态度。听说中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国

家，我很想来这里体验这种生活方式。

我在北京生活的第一个星期很慢，因为我对这

座城市和这里的语言知道的太少。刚开始的时候我

觉得很难，但是开始上课以后，我慢慢开始调整。我

的老师们让学习中文变得很容易并且很有趣。在北

京第一个让我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的地方是首都师范

大学，在这里我遇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尽管我们

有不同的文化，但我们仍然有共同的爱好。我的老

师们也很热情、平易近人。在学会一些基础的汉语

之后，我终于可以四处走动了，我在大学附近找到了

一个健身房，办了一张会员卡。我还想找到商场、饭

馆儿和电影院的位置，我学会的汉语真的帮了我很

多，让我有更多的时间享受北京的生活。在北京我

吃过不同的菜，特别是以前我觉得我一定不会吃的

菜，但是现在我用开放的心态来尝试它们。除了这

些之外，我还发现中国的文化很有趣，例如：传统节

日、武术、传统服饰和古代建筑等等。特别是长城，

我觉得长城是一个很美的古代建筑。尽管北京植根

于传统文化，但是也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我

喜欢北京的现代化，交通便利甚至还有无人驾驶车。

我最关注的是中国的航天事业。有这么神奇的地

方，你怎么能不爱北京呢？

文 苑

我的中国缘分
预科2班 幸福 莫桑比克

今天我要告诉你们我在中国的留学经历。

我来中国大概半年了，这是我学习的第二个学

期，原来我觉得学习汉语很难，中国人不太热情，个

子也比较矮，但是现在对这一切的想法都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现在我觉得汉语不太难，只要自己努力

学习，就能得到好的结果；我还觉得中国人也很热

情，他们像我的家人一样，他们的个子也不矮。

慢慢地，我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和学习。因为在

这里，除了学习汉语，我还有很多朋友，有机会和不

同国家的留学生交流，能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他们

很热情，认识他们我感到很高兴，每天和他们在一

起，我很快乐，我现在也不想家了。

来中国之后，我觉得自己和中国真是有缘分，我

希望用更多的时间去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我很高

兴我们的学校组织我们参加了一次长城之旅，现在

我对长城的印象很深，在中国我学到很多东西，我开

始明白中国人真的很特别，从他们对待外国人的喜

爱和热情知道他们的知识，我真佩服中国人。

我在北京学习，我已经爱上了北京。

北京真大，北京一个城市的面积比很多国家还

要大。

北京真美，春天的时候，可以去公园散步；夏天

的时候可以去游泳、爬长城；秋天的时候可以去香山

看红叶；冬天的时候可以去滑冰滑雪。

北京真好，北京有各种各样的菜，不管你想吃什

么味道的，在北京都能找到适合你的饭馆。

还有三个月，我就要离开北京去别的城市留学

了。我真舍不得离开北京。 我爱中国，我爱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