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野小网格冶 引领野大普法冶
要要要法学院打造野网格+普法冶新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

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

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法学专业学生是国家未来持续推动法治建设的生力军，更应顺应时代要求，积

极投身普法工作，为法治建设注入新时代活力。

法学院按照“四自”和网格化工作要求，创新打造“网格+普法”模式，以网

格化管理和服务为抓手，有效构建起“一张网、全覆盖、无缝隙、零距离”的普

法工作格局，积极引导同学参与，构建常态化普法机制，积极营造遵纪守法、

办事依法、遇事用法的法治校园氛围，提高普法质量，创新网格化管理模式。

加强社团联动 构建网格化格局

首先，落实网格化思维。为加强校园法治建设，法学院主动适应新形势下

法治宣传教育的特点与要求，借助网格化管理开展法治宣传、普法服务，全网

格延伸公共法律服务触角，将法学院法治宣传重心下移、力量下沉，向基层延

伸，向纵深发展。通过点对点靶向精准宣传，推动法治宣传教育精准化、常态

化，不断提升师生群众的法治获得感。其次，构建网格化管理体系。加强社团

联动，以法学专业特色结合网格化管理机制，学院按照学院领导与带队老师

为一级、社团牵头为二级、校广大学生为三级划分网格体系。依托现有的青年

志愿者协会、青锋法制宣传团、法律援助站等社团完善二级平台，组成一批普

法网格员，职责分明，不仅有普法志愿者，也有法律明白人。以网格为单位，让

每个网格区域都有专门的负责人提供相应的服务，让人在网中走，法在格中

普。将法治宣传、普法服务、法律援助等法治校园建设事项全面纳入清单，做

到网格普法“责任清、任务明”。最后，扩大网格普法覆盖面。充实壮大网格力

量是着力宣传法治化、扩大网格普法覆盖面的重点之一，将法学院的法治宣

传服务走出校园，走进社区。融合互促，让法学院网格员更多地与社区居民打

交道，让更多居民吸纳法律知识，提高法治意识。通过网格员主动靠前，走进

同学与居民，开展“零距离”服务，不断扩大网格面，让法治宣传工作走进每一

位同学、每一位居民，做到全方位、无死角的网格化普法宣传。

实施网格化普法 开展多元化宣传

激活普法的“末梢神经”，把网格员用起来，以“线上+线下”的形式进行多

样化法治宣传。线上宣传方面，通过微信群、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各种服务

平台和新媒体，多形式、多渠道实现“线上”普法服务。对近期学校、学院举办

的有关普法宣传活动进行及时转发和报道，每天发送一个普法小常识，让在

校生能够多了解一点身边的法律知识。如果学生们遇到紧急的问题，也可通

过法治微信群及时联系，提出了自己对法律的相关疑惑，工作人员和老师也

会耐心进行一对一细致讲解，让学生们懂得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

权益。线下则通过课堂教学的主渠道加强法治专业教育，老师充分发挥课堂

教学主渠道的作用，顺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抓住学生心理

特征，发挥各有关课程在法治教育方面的作用和功能，不断提升同学们的法

治素养。同时，在校园内张贴“上好法治校园宣传课”、“充实校园法律宣传栏”

等普法海报，利用校园“普法宣传栏”进行普法宣传工作，定期更换法治宣传

内容、进行普法宣传，并根据不同时段、不同主题，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律知识

宣传教育。此外，积极开展法治宣传讲座、法治实践基地参观、法律知识竞赛

等活动，如《民法典》宣讲会、南通事务所普法活动、模拟法庭等。此类活动，既

能让学生在过程中增强法制观念，又能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强化自我教育。

真正实现“线上线下联动”，取得了1+1>2的双赢效果，牢固树立“人人普法，

人人有责”的意识，使法治校园建设深入人心。

增强校内外联动 打造网格化普法实践阵地

法学院着力于推动普法活动与网格化结合发展，在校内开展蒲公英普法

志愿活动、宪法宣传周等法律宣传活动，向同学们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律精

神。一方面通过组织普法志愿者的方式，依托现有的青年志愿者协会、青锋法

制宣传团、法律援助站等平台，以网格为单位，将法治宣传、普法服务、法律援

助，通过网格员以多渠道、多角度向受众传达。另一方面我们积极组织策划普

法宣传活动，通过多样化的形式，如法律拼诗比赛、法律援助服务日、宪法小

品朗诵、普法情景剧等来传递法律知识，使法治教育生动有趣、法律精神深入

人心。在校外，积极策划假期“三下乡”活动，组织同学们深入广大农村腹地，

鼓励志愿者与当地村民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深入了解他们的法律需求，收

集问题和建议，面对面提供法律咨询，为后续的活动提供更为有针对性的服

务。积极与相关部门对接一系列大型活动，参加福建省司法厅联合21家普法

共建单位在福州市冶山春秋园举办的“服务大局，服务民生———蒲公英在普

法”2023年福建省“宪法宣传周”公益性普法活动，向群众发放宪法等法律书

籍和“蒲公英”普法宣传册，现场还有律师、公证员、心理咨询师提供解答咨询

服务。此外，走进社区，聚焦群众关心的热点法律问题，开展普法服务，坚持以

群众法治需求为导向，由青锋法制宣传团对接南通司法所开展社区矫正服

务，并组织网格员和南通司法所联合策划具体活动方案，及时准确对焦矫正

主题，招募志愿者进行主题讲解，由专业人士审核后，对广大社区居民、社区

矫正对象进行普法宣传，真正做到聚焦法律援助需求，提供精细化服务。通过

联合社区、企业将法律援助的资源与需求相结合，实现了对更广泛人群的服

务。通过这一系列校外活动成功打破了校园边界，将法律知识传递到社会各

个角落。

今后，法学院将继续鼓励、支持普法网格员坚持问题导向，依托网格化普

法实践基地，实现普法服务的长期化、精准化、规范化，使得网格化普法从“维

度”向“精度”对接、由“广度”往“深度”延伸。利用“小网格”打通“大普法”的任

督二脉，让法治教育在学校网格中“生根发芽”，真正做到促进法治观念的普

及、提升学生法治素养。 渊法学院冤

为拓宽毕业生就业渠道，做好毕业生就业服务

工作，1月以来，校领导分别带队前往有关单位，开

展“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了解社会所需，为

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搭建桥梁。

副校长徐杰带队先后来到福建博思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海通证券福建分公司、泰康养老保险福

建分公司、省资产评估协会等，通过调研了解企业

用人需求变化、行业未来发展状况，推进产学研合

作，深化产教融合，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

养，助力毕业生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创业。在省

两岸照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调研时，还与11家厦门

大学校友企业派出代表座谈，共同分析当前就业形

势，研究促就业的相关举措。

校纪委书记林学坚带队赴莆田走访三棵树涂

料股份有限公司，希望通过此次“访企拓岗促就业”

行动加深彼此的了解和互信，推动双方在人才培

养、产学研合作和毕业生就业等方面建立紧密的合

作关系。在与我校就业于该企业的校友代表座谈交

流中，他从自然、创意、家人等关键词切入，分享了

自己来到“三棵树”的感受，勉励我校校友代表勤奋

工作，为公司发展贡献力量的同时，回馈母校，报效

社会。

副校长朱四海带队赴国家电网福建经济技术

研究院座谈。双方表示将围绕能源领域支撑福建探

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发挥各自特色优势，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联合开展科学研究，共建共享智

库资源要素，强化校企协同育人，提升学校应用型

人才培养竞争力，在人才招聘、毕业生实习实训等

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互惠共赢。

学生工作部，会计学院、工商管理学院、经济贸

易学院、金融学院、海峡财经学院参加相关活动。

(学工部)

野铺路架桥冶
校领导深入一线访企拓岗

大家坐好啦，合个影！

在一次欢乐的室友聚会后，我们留下了最开心的笑容,于是就有了这张

毕业大约25年后春节团聚的大合照。看着这张“全家福”，我的思绪仿佛穿

越到九零年代，回到了和几位挚友一同求学，一同生活的日子。在那段岁月

里，那间317的女生宿舍，见证了我们彼此的成长，承载着我们的青春往事。

彼时的经济管理学院坐落在洪山桥下的一个沿江的美丽小山麓，校园不大

但环境清幽，我们每日往返于宿舍教室和食堂，散步于农大沙滩公园。校园

生活，自然少不了老师辛勤栽培和日复一日读书声中度过的寒暑，但给我

留下很深印象的还有几位活泼可爱的室友。宿舍住五个人，一位姐姐是工

作了之后来继续进修的，其余四位包括我，三位来自福州，一位来自古田。

来自古田的兰春霞，是睡在我下铺的靓妹子，在我的记忆里，她是爱整

洁的，也是最会照顾人的。，她十分聪慧，注意力集中，所以学习效率非常

高。兰小妹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在学校的文艺演出中，她背着布娃娃表演的

《回娘家》节目，惊艳众人，成为我们记忆的小亮点。

彭丹茵白白净净个子高挑，具有书香人家的优雅气质，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白富美”。她对人热情，活泼好动，是个不折不扣的社交小达人。她的

幽默风趣总是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在那个年代她就颇有时尚感，小女生喜欢

的化妆品，牛仔裤，时尚杂志，数她最会折腾。

王婉娟是我们宿舍的商二代，由于家族经商，她的成熟和练达显得尤其

出众。在同学中，她的随性大气透着与众不同的大姐大风范，。姐姐林秋华来

自永泰，明显比我们几个稳重一些，姐姐性格非常温婉，总是笑着看着我们

闹。作为一名母亲，她时常牵挂着家中的孩子，尤其在周末的夜阑灯珊时分，

但是为了提高自己，多学习一些，她总是把这份感情悄悄收藏，投入到繁重

的学习中。这也是当年无忧无虑的我们还不能体会的，如今想起来，别有一

番滋味在心头。

如果说我们宿舍是一个和睦的小家庭，那么这个小家庭还得算上318宿

舍的黄玉萍。由于玉萍和丹茵是发小，她的宿舍离得又近，因此她也自然成

为我们的家庭成员了。玉萍长得也是一样的苗条白净，她和丹茵走在校园里

就像两姐妹。宿舍的几个小姐妹各具特色但都比较活泼，彼此很少争吵，因

为都是爽直的性格，即使有了小矛盾也能在第一时间内化解。在经管院，我

们一同快乐，一起忧伤，快乐着我们的收获与成功，忧伤着我们的失意与不

顺。我们心心相惜，延续着这份没有情谊，直到如今。伴随着时代的步伐，母

校已经华丽转身为综合性大学;伴随着成长的历练，我们也从莘莘学子成长

为更加成熟且丰富的自己。忆往昔，感谢老师的殷殷教诲，感谢同学们的真

挚友谊，更感谢母校不仅教给我们所需的专业知识，而且收获了一段难忘而

美好的求学经历。这一切，已然成为我们内心宝贵的财富。

我们，经管院 91 级317女生宿舍的同学们衷心祝福母校年年桃李，岁

岁芬芳！华章永续，前景灿烂辉煌！

(作者简介院范长红袁我校校友袁原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1991级经贸班

学生)

树人

第一二八期
2024年2月28日

星期三

大家谈野 冶

校
友
专
栏

的情意

那些年 我们一起求学的日子

陌上花开 可缓缓归矣
岁月不居，时光如流；春华秋实，青春相伴。曾记否，闽江远，旗山崇，飞翔楼

立；曾记否，月牙弯，白鹭鸣，枫叶遍道；曾记否，丹霞水，桂花香，杏坛相遇......因

缘际会，我们曾同坐一方学堂；也因远方，我们共忆江夏十里花香。

四年的岁月，我们博学以文，激进中流；四年的岁月，我们修身以德，上下

求索。提笔之时，恰逢毕业数月有余，回首过往，红色跑道，身影犹在；篮球馆

内，球声依旧；镁光灯下，舞姿伸展；领奖台上，笑颜灿烂。在人生的最美年华

里，遇见了您，有喜悦、有失落、有惆怅、有感激、有迷茫。我的四年青春，关于

您有太多故事，无数次穿梭于教学楼，无数次来往于生活区，无数次忙碌于团

内班建活动，无数次相交于朋友同学，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组成了我最完美的

大学。是您的怀抱，见证了我的成长，从一个腼腆青涩的男孩到独立思考的青

年，从自认为平凡一生到勇站舞台的多彩人生，从痴醉迷茫到坚定远方......或

许没在更大的平台上拥有傲人的成绩，但却从您那学会了求知求真的学习态

度。或许相比其他综合性大学，我们没有更为完善的教学条件，但却总能在老

师的教导下掌握真理，在困惑中重获柳暗花明的希望。我们是您襁褓中的婴

孩，无数次的悉心照料下茁壮成长，是您见证了我们的青葱岁月。

回首十年余载，您的身影孜矻前行，始终不忘“造福桑梓”的初心，始终坚

持“教育兴国”的伟大理想。“忆往昔峥嵘岁月”，由四校独立到统一办学，您始

终坚持卓越，不断追求。十年之木，春华秋实；十年之行，薪火相承。我们曾在

书香深处，宁静致远；也曾在匆忙岁月，激扬拼搏。自正式成立以来，一代又一

代的莘莘学子遍布世界各地，我们始终不忘“博学于文，修身以德”。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随着时间齿轮的滚动，我们都会走的很远、更

远，但当我们漂泊远方，身处天涯，我们始终不会忘记旗山脚下的那片港

湾———福建江夏学院，正如周国平老师所说：“家是一只船，在漂流中有了亲

爱”，您就是我们梦的开始，希望的小船。无论我们身处何方，那些低声浅唱的

歌儿，始终余韵悠长；那些约定的金石之声，始终掷地铿锵。

渊作者简介院黄泽沣袁我校校友袁金融学院2016级金融学专业学生冤

我上大学的地方是福州市闽侯县的上街镇，属

古侯官的辖区。在中国近代史上，侯官是个出名的

地方，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享有“晚清风流数侯官”

的美誉。这方水土养育了众多在我国近代史上响当

当的人物———其中最令我感触的当属伟人严复。

追寻侯官的历史，当中华大地的天边初露现代

化的曙光，被誉为“中国西学第一人”的侯官人严复

在其中格外闪耀。严复是清末第一批“睁眼看世界”

的人，同时，他也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

家。简单看看他的生平：1871年毕业于福州船政学

堂；1877年派赴英国格林尼治海军大学学习，其间

广泛接触西方资产阶级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

1879年回国，任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任天津北

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任总办；甲午战争后，深感

国势日危，先后发表 《论世变之亟》、《原强》、《辟

韩》、《救亡决论》等文，抨击封建专制，主张向西方

学习。

严复先生的译著颇丰，内容涵盖经济、哲学、文

化和政治等多个领域。这其中，《天演论》的影响无

疑是最大的，此书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可以

说是远远超过了原著对英国的影响。物竞天择，适

者生存，优胜劣汰，如当头棒喝，唤醒了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正因如此，康有为会称赞他是“掌握西

学的第一人”，梁启超也胜赞他为“于中学西学皆为

我国第一流人物”。

落笔此处，我想起总书记习近平同志来闽考察

期间，曾专程到三坊七巷严复故居参观。身处故居

内，总书记感叹到：“严谨治学，首倡变革。追求真理，

爱国兴邦。”大国领袖对一个历史人物的尊崇敬重溢

于言表，感动着包括我在内的诸多爱国热血青年。

去年夏天的一个周末，心怀总书记的感慨，我

慕名来到三坊七巷，走进郎官巷严复故居。在这座

古朴的老屋的大厅厅堂里，一副对联“有王者兴必

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悬挂正中，这是严复先

生在这岁月流转中智慧的沉淀，也展现了他对中华

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度自信，在积极接纳西学的同时

也坚守着民族文化的“根”与“魂”。两侧的展厅以严

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式的巨人”“伟大

的启蒙思想家、社会改革家和教育家”等不同身份

为引线，集中展示了严复少年苦读中西学，后留学

英伦看世界、天津廿载成栋才，最终成为堪称西学

第一人。置身其中，我仿佛穿越波澜壮阔的时光隧

道，观鸿儒之志、感浩然之气、悟爱国之情，屏气倾

听百年前严复在此留下的“中国必不亡”“两害相

权，己轻群重”“有王者兴必来取法”惊雷一般的预

言警句。仰望这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里程碑

式的巨人”，体味后人对严复历史而又极具现实意

义的崇高评价。走出严复故居，我不禁思接千里、心

潮汹涌、惊叹叫绝：历史在偶然中孕育必然。

习总书记指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

自己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

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

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

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梦想，把大家的梦想汇集到一起，就成了整

个国家的梦想。”时光延续百年，作为新时代的大学

生，我们今天关注严复、研究严复，不只是为了了解

历史，更是为了认识当下、展望未来。我深知，爱国

主义精神是源自碧血丹心的历史传承，永不熄灭，

永不过时，所以，吾等应当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

路，以如磐初心凝聚奋斗伟力，敢为人先，埋头苦

干，开拓创新，展望未来。我们今天有幸在“八闽首

邑”的闽侯这片热土上求学求知，正赶上国家全面

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一定要

见贤思齐，感恩新时代，珍惜好光阴，坚定理想信

念、不负历史使命、坚持不懈奋斗，做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

献青春力量，书写时代华章。

滔滔闽江，川流不息。站在历史的肩膀上，作为

大学生的我们，须以崭新的姿态拥抱未来、奔向未

来……

渊海峡财经学院21级金融班 吕茁冤

野遇见冶严复

侯官是中国古县名，东汉末置，侯官做为地名

沿用至今，已有千年历史，侯官在千年文脉的积淀

中，走出许多仁人志士。2022年年末，我们在网课中

迎来了第一次的实训课程———“区域文化调研”，课

程的调研对象正是侯官区域文化。

本次课程从“大侯官”概念出发，分侯官教育

家、侯官科技人物、侯官文学家、侯官戏曲艺术家、

侯官音乐与舞蹈艺术家、侯官书法篆刻艺术家、侯

官画家、侯官工艺美术家、侯官商界精英、侯官船政

精英、侯官革命精英、侯官思想精英12个子专题，对

侯官仁人志士的生平及行动轨迹展开调研，绘制

“侯官人物行迹图”。我们小组抽到的“侯官革命精

英”专题。而通过对侯官名人的了解，我们对侯官的

历史与文化也有了更加清晰、深入的认识。

在这一次的实践中，资料的深度挖掘我觉得十

分的重要。比如我们查找的人物对象是林觉民，我

发现他是极其前卫的一个人。他在家族中兴办女

学，亲授国文课程，宣扬男女平等，家中女眷纷纷放

脚，还有人进入福州女子师范求学。在当时这是很

先进，很难得的思想。对于女性的尊重让我对他也

有了新的认识，于是我通过查看纪录片《国家荣光》

中讲述林觉民的一期，翻阅书籍《林觉民（中华先烈

人物故事汇丛书）》以求获得更多层面的认识，也通

过不同人对他的评价更深度的认识了林觉民。以前

只读过《与妻书》的我，觉得林觉民先生的爱情可歌

可泣，而通过各种资料也让我对他的《与妻书》有了

新的理解，更深深折服于他的人格魅力。

我发现曾经的我对革命先烈的认识是很浮于

表面的。我只知道他们的一两件事，仅仅在口头上

说敬畏他们、歌颂他们，内心对他们却没有更多的

认知。而通过这次的资料搜集，我了解到革命先烈

生平中一件件具体而细致的事情，串联起他们的人

生，更使我的内心受到了激荡，让我对革命烈士有

了新一面的认识。他们也是人，也会有七情六欲，也

有自己的家庭。正是他们舍小家为大家的精神，才

拼下了这个中国。所以我们要珍惜革命先烈们激于

义理、蹈死不顾奋斗来的今日之中国。就像林觉民，

他不是不珍爱家人妻子，他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起义

最终遗憾牺牲，是因为他心中，有着太多大爱。他和

家人为了大义过早天人永隔，他在《与妻书》中透露

出的拉扯情绪，勇敢而深沉，感人至深。每一个烈士

姓名背后都是活生生的生命，承载了不为人知的悲

欢离合，更有甚者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我感到十分

悲壮、惋惜，却又对他们十分敬佩。

这次调研经历是我生活里一段美妙的小旋律，

因为思想上的收获使这段旋律更加动听。通过这次

区域文化调研，让我对侯官革命精神有了更加深刻

的认识，也对深入了解侯官的历史文化有了更加浓

厚的兴趣。同时，我在把握文化资源调研方法、特别

是文献资料的查找及梳理方面也有了鲜明的进步。

我也不会忘记，时间的付出会在成果上体现。资料

的调研也好，学习也好，做事也好，都不能打马虎

眼。课程的学习让我对未来充满期待，想信未来的

我一定会越做越好。

(设计与创意学院2021级文化产业管理专业1
班 郭凤琪)

专栏

寻访侯官群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