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第161中学

在风云激荡的 20世纪 ， 受到共产党
人胸怀民族大义 、 为人民幸福不惜献身
的英勇行为感召 ， 一大批在北京的先进
知识分子奋起响应 ， 在京华大地上谱写
了壮丽的斗争诗篇 ， 也在京华校园里留
下了一批十分珍贵的红色足迹。

继承先烈遗志 ， 让精神的火炬始终
熊熊燃烧 ！ 在京华的大中小学校园里 ，
师生们以各种方式传承着红色基因 ， 让
信仰之光在一代代学子身上薪火相传 。
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 ， 午报记者再
次敲开多所具有代表性的红色名校的大
门 ， 探访校园里的红色印记 ， 深度追访
红色精神的传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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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北京第161中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913年的 “京
师公立第一女子中学”， 建校初期得到李大钊先生
的关怀和扶持。 学校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是著
名的 “一二·九” 爱国学生运动策源地。 1972年
学校更名为 “北京市第一六一中学”。 1985年， 在
“一二·九” 爱国学生运动五十周年之际， 陈云
同志为161中学题写了校名。 今年对北京第161中
学来说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其校址从毗邻
故宫的南北长街迁移至西城区南横西街94号， 校
区面积增加、 办学条件提升。 虽然是新址， 但是
这所百年学校的 “红色印记” 依旧随处可见。

在新校址学思园有一处以 “打开的书” 为原
型进行创作的雕塑 ， 这是 2010届高三学生送给
母校的礼物， 上面写有李大钊的名联———“铁
肩担道义 ， 妙笔著文章 ” 。 李大钊先生的五位
学生先后在女一中任教， 她们将先生的文章印成
教材， 传播红色思想。

为了更好的传承 “红色印记”， 北京161中学
校在新址城真楼建有 “校史室”。 校党委书记、 德
育副校长曹雪莲在展板前向记者娓娓介绍学校的
光辉历史。 校友郭明秋1933年至1935年在女一中
（161中学前身） 就读， 是 “北平市学生联合会”
的主席， 并在1935年 “一二·九” 运动中， 成为学
生运动领袖。 大批女一中学生参加了此次爱国学
生运动。 “一二·九” 运动之后， 女一中的进步学
生卓琳、 于若木、 谷羽、 郭明秋等人辗转赴延安
参加革命。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女一中学生参加了开国大典， 见证了 “中国
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的重大历史时刻。

在这里， 记者发现随处可见的一句话是 “站

出来， 让祖国挑选！”。 这句话几乎在每一栋教学
楼的墙上都能找到。 “这就是我们学校传承的精
神。” 曹雪莲表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 “站出来，
让祖国挑选！” 成为女一中师生共同的理想与追
求 。 为了保家卫国， 72名女一中学生投笔从戎；
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 多位已考入清华、 北大、
北师大的同学放弃上大学的机会留校工作， 充实
师资队伍。

“我校的校史中有许多光辉的人物和事件，
学校利用各种渠道向学生进行讲解。 学校领导做
校史讲座， 新生入学要了解校史。 学校还多次开
展红色文化的征文活动， 学校楹联征集活动， 学
校文化解读活动。 学校还进行过 ‘一二·九’ 长跑
纪念活动， 清明节校园祭扫活动等等。” 曹雪莲
说， 通过这些活动， 校史里的人物和事件鲜活起
来， 也逐渐走进了师生的内心。

曹雪莲介绍， 北京市161中学结合校史亦开展
了很多特色课程。 例如建设了 “天安门课程”， 精
心策划高三学生的成人礼， 政治学科还有一项坚
持了近三十年的传统教学活动———课前五分钟时
事述评。 在这短短五分钟里， 很多学生用独特的
视角评点天下事， 通过对时政的分析和思考， 通
过教师的点拨和引导， 同学们的爱国情怀和社会
责任感不断得以提升。

开学季， 北京理工大学校史馆每天都会迎来
新生， 他们沿着 “延安根、 军工魂” 的红色脉络，
开始了解这所学校的红色基因。 记者也随行其中，
第一次了解和认识这个从抗战烽火中走出的中国
共产党创建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及其科技报国近
80载的光辉岁月。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是1940年创建于延安的
自然科学院， 作为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第一所理工
科大学， 在抗日的烽火中， 他们一边着力培养边
区自己的科技人才， 一边下大功夫解决边区科技
生产的难题。 1940年夏天， 延安自然科学院的生
物系师生一双 “慧眼” 发现了 “陕北好江南”， 经
过考察研究， 师生们发现并正式向党中央报告了
一处非常适合农垦和屯兵的 “烂泥洼”， 于是也就
有了大生产运动中最成功的典范———“南泥湾开
发”。 延安创校时期， 学校在冶金、 纺织、 玻璃制
造、 陶瓷生产、 肥皂生产、 石油生产、 酒精生产、
薄荷油提炼等多方面为边区做出了贡献。

1949年学校迁入北京， 1952年更名为北京工
业学院， 1988年更名为现校名。 在上个世纪五六
十年代， 当时中国自主研发的 “63式” 自动步枪、
“67式” 通用机枪等先进武器， 都是出自这所学
校； 新中国第一批正规兵工专业在该校建成， 中
国第一枚二级固体高空探测火箭由该校发射， 中
国第一台大型天象仪也是由该校师生牵头设计制
造的。 多年来， 学校始终瞄准科技前沿领域， 不
断地为国家国防科技事业输送人才和科研成果。

近年来， 秉承 “德以明理、 学以精工” 的校
训， 北理工人坚持 “团结、 勤奋、 求实、 创新”
的校风， “实事求是， 不自以为是” 的学风， 坚

持服务于国家国防科技事业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 新能源汽车国家监测与管理
中心就坐落在这里， 它为海量新能源车辆信息化
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形成了实时、 精准的车辆
数据采集终端产品， 以及集数据分析、 存储、 挖
掘、 管理于一体的大数据云服务车联网平台。

与此同时， 北京市智能机器人与系统高精尖
创新中心也设立在这里， 中心瞄准国家重大需求
和国际科技前沿， 围绕智能机器人与系统研究领
域， 旨在解决一系列重大、 前沿的科学问题， 以
智能机器人与系统等作为高端科学研究的技术集
成平台， 开展原创性科学研究， 汇聚培养一批智
能机器人领域的领军人才， 提升智能机器人与系
统研究的创新能力和在该领域的学术声誉。 有效
整合、 协同各方资源， 探索高校国际、 校际科技
合作和产业发展新模式， 中心重点培育在家庭服
务、 助老助残、 科普教育、 航天服务等方面应用
的智能服务机器人产品， 引领智能机器人及其系
统产业发展， 服务首都经济发展， 建设成为首都
“高、 精、 尖” 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80年， 砥砺奋进， 这座校史馆仅展现了学校
的红色根性。 从延安到北京， 从走向全国， 到走
向全世界， 低调的北理工人始终承载着民族与国
家的责任与希望， 科技报国的心， 矢志不渝。

北京理工大学

延安根与军工魂
始终熊熊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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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出来，让祖国挑选！”
响彻在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