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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风家风教风家风

1956 年，黄上恒的父亲黄席椿
随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扎根西部开
启中国电子学教育之先河。两年
后，身为中学老师的母亲熊淑媺带
着孩子举家搬迁至西安。66 年来，
黄上恒一家早已融入西部血脉，以
实际行动践行“以爱国主义为核
心，以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和国
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的西迁精神，“扎根西部、心系学
生”的家风代代传承。

黄席椿：交大西迁之表率 电子
学教育之泰斗

黄上恒的父亲黄席椿是著名电
磁场理论与技术专家，开中国电子
学教育先河，在国内最早从事电磁
波理论、天线及电波传播学教育与
研究，对网络及信号理论深有造
诣。黄先生毕生从事电子学教育，
为新中国电子教育事业的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西迁之际，黄先生坚决拥护中
央决定，是在迁校中起重要带头作
用的同志之一。他主持创办了西
安交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并担任
主任，主讲《无线电基础》。1959 年
开始培养无线电电子学研究生，开
展对流层电磁波理论应用研究，收
获系列重大成果，开创了我国瞬态
电磁场研究事业。1981 年，黄先生
任第一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
评议组成员，还是首批电磁场与微

波技术专业博士生导师。1982 年，
古稀之年的黄先生消化道严重出
血，开始频繁入院接受治疗，但即
使在住院期间，他也常常开列书
单、手不释卷。1986 年，黄席椿病
逝于西安，终年74岁。黄先生缔造
了黄家“扎根西部、心系学生”的家
风，也和众多西迁人一起铸就了永
放光芒的西迁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黄先生的弟弟
黄席棠也是著名物理学家，先生前
后执教交大10年，为交大物理学优
良教学传统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熊淑媺：用心教书 仁而爱人

黄上恒的母亲熊淑媺从教 28
年，她把每一个学生都视作自己的
孩子，也因此深受学生喜爱。

1942 年至 1946 年，熊淑媺克服
艰苦的生活教学条件，在四川宜宾
李庄同济大学预科教授英文和数
学。1952年熊淑媺到上海晋元中学
教授数学，承担了代数、平面几何、
平面三角、立体几何和解析几何诸
门中学数学课程，深受学生欢迎。
熊淑媺用自己充满爱意的行动收获
了学生们的爱，1958年西迁时，晋元
中学高58届一班的学生们集体到火
车站为她送行，他们紧紧抱住熊淑
媺，久久不肯松开。到西安后，熊淑
媺在西安交大附中任教导处主任，
同时教授英语和数学。她总说，“只

有好（hào）为人师，才能好（hǎo）
为人师”，因为热爱教育事业，无论
在李庄、上海还是西安，她始终有教
无类，把自己的温暖和情感倾注到
每一个学生身上。1997年熊淑媺因
病逝世，终年80岁。

黄上恒：传承师道家风 诲人孜
孜不倦

出生在教师家庭的黄上恒，在
父母的言传身教下，自小便对教师
这个职业怀着浓浓的敬意，在人生
轨迹的选择中也深受“扎根西部、心
系学生”的家风影响。

他深耕三尺讲台主授力学，曾
连续13年被学生选为“最受欢迎的
老师”。黄上恒承担过弹性力学、
计算力学、板壳力学和科技英语写
作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其中
弹性力学是最难听懂和最枯燥的
课，却也是黄上恒讲得最好的课
程，受到了学生们的一致好评。

高人气来自于黄上恒对教学的
严肃认真和对青年学生的循循善
诱，他注重理工科教师在人文修养
上的培养，课堂上他常能引经据典
或是列举中英文名谚名句来调动
课堂氛围。

黄上恒将毕生心血都投入到了
教师生涯之中，作为西迁后人，他扎
根西部，将汗水与才华挥洒在交大
的土地上，他与人合作出版了《弹性
力学》《工程应用弹性力学》教材 2

本，在国内外重要期刊发表论文 20
余篇。他退而不休继续担任学校教
学质量督导专家，为毕生所爱的事
业和热爱的学校奉献力量。

奚耕思：改革创新 硕果累累

黄上恒的妻子奚耕思是一名
生物学改革创新者，她不断钻研
科 学 研 究 和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的 方
法，并将研究成果回馈于社会、服
务于社会。

奚耕思是陕西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 院 二 级 教 授 、博 士 生 导 师 。
自 1982 年研究生毕业留校担任教
师工作至今已有 40 年并一直工作
在本科教学第一线。她在这个岗
位上始终保持认真、踏实、勤奋和
努力的工作态度，多年来她结合
生物学专业特点进行教学改革创
新，尤其是在新课程建设、教书育
人和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创新与
社会实践紧密结合等方面取得了
优异成绩。

除了在校园里积极探索，奚耕
思还致力于将教学改革创新与社
会实践紧密结合，使得教学改革成
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她关注民
生的需求，关注社会的进步和发
展，积极开展调研活动，建言献策、
参政议政，在担任陕西省政协委员
期间奚耕思曾提交了30余件提案，
其中一件提案被评为优秀提案，她

本人曾被评为优秀提案人。在担
任省人大代表期间奚耕思共提交 8
份建议。2015 年奚耕思获得了九
三学社中央2014-2015年度参政议
政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郭晨：争做西迁精神新传人

黄上恒的儿媳郭晨毕业于西安
交通大学，毕业之后便前往长安大
学任职，其间曾访问美国斯坦福大
学做博士后，目前任长安大学电子
信息工程学院教授、博导，电磁探
测技术研究所副所长，是长安大学
青年“长安学者”。自从事科学研
究工作以来，郭晨取得了累累硕
果，目前主持参与多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并在国内外知名期刊
及重要国际会议中发表高水平学
术论文40余篇。

郭晨也是“西迁三代”，外公刘
子玉教授是交通大学绝缘专业的
奠基人之一，外婆俞察教授是交通
大学管理学院建院教师，中国第一

代注册会计师。郭晨传承了“扎根
西部、心系学生”的家风，秉持并发
扬教书育人的理念，从教期间已培
养硕士研究生数十名，为国家信息
建设事业输送青年人才。2021 年
郭晨以西迁后代的身份登台央视，
以演讲的形式向全社会传播西迁
精神。

黄上恒的儿子黄浩翔，自幼受
到家庭熏陶，毕业后也成为了教育
工作者。曾就职于西安交通大学
城市学院管理系，现在离开了教学
一线的黄浩翔，也在用自己的勤奋
付出为学校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代书香润家风，西迁赓续
有 传 人 。 从 黄 浦 江 边 到 兴 庆 湖
畔，黄上恒一家用实际行动讲述
了一个教育知识分子家庭与党和
国家的发展同向同行的故事，他
们身体力行努力做精于“传道授
业解惑”的“经师”和“人师”的统
一者，他们的家风吹动着一代代
人的心弦，也将鼓舞着更多人成
为西迁精神新传人。

王津是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出身于教育世家，
一家四代都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
缘。光荣的教鞭在他们手里一代
代传递，为人师表的职业精神书写
了一个家族的传奇。

传道授业育英才 五十春秋写芳华

祖父王树华先后在榆师附小
和榆林一中教书。从教 56 年，一
直坚持“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
读书为本”，一贯注重品行修养，无
论对教学工作还是学校的会计工
作，都恪守教师的职业操守，对待
每一项工作一丝不苟，准确细致。
在艰苦的年代，在养家不易的环境
下他坚持并鼓励自己的儿女读书
上大学，每个孙辈考上大学，他都
写信鼓励终身学习，儿孙辈家庭中
有 16 人从事教师工作，他已将“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深耕于家庭的
精神世界中。

甘洒热血献春秋 扎根陕北育栋梁

父亲王春民和母亲田文俊均在
榆林一中任教。夫妻二人自 1961
年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后，就来到
榆林县一中任教。他们三十余年
如一日，始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热心教学工作，勤勤恳恳、脚踏实
地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建
设人才，可谓桃李芬芳。

父亲王春民从一线教师到负
责管理学校的教学工作，为了教
育事业，甘洒热血献春秋。他关
爱每一个学生，关注学生的身心
健康，注重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能
力 的 培 养 。 他 在 教 学 中 潜 心 研
究，不断总结教育教学经验，编写
高中数学教学复习教材，多次参
加榆林市地区高中数学招生、竞
赛 命 题 工 作 。 在 点 滴 繁 琐 的 教
学、管理工作中诠释诲人不倦，多
次被评为地区级优秀教师、县模

范班主任、优秀共产党员。
母亲田文俊 1961 年服从组织

分配到陕北工作。三十余年，她
热爱学校，热爱教育，勇挑重担，
不计较个人得失。1974 年，学校
在距离 20 里的谢家坬村办起了分
校，她两头带课，往往是在本校上
完课，又只身奔赴分校上课。多
少年来，酷暑寒冬，风沙弥漫，从
不 叫 苦 ，繁 重 的 工 作 从 无 怨 言 。
她不仅教导学生学好功课，而且
注重培养学生的高尚思想品德，
对 学 生 充 满 慈 母 般 的 爱 。 她 常
说：“教师和学生既是师生，又是
朋友。对学生既要严，又要爱。”
她受到了学生的尊敬和爱戴，而
面对荣誉，她总是说：“我年纪大
了，应该多考虑年轻同志。”

耳濡目染长辈路 乐为学子铺坦途

将时钟拨回 1962 年，王津出生
在榆林老城贾盘石中巷王家大院，
他的童年以及成长全部在这里，爷
爷教了一辈子的书，父母也是教
师。家庭的熏陶使王津从小就是
王家大院周围出了名的乖孩子，聪
明伶俐，懂事好学。

三十多年来，王津扎根校园，教
书育人，积极办学，为学子铺设就

业坦途，至今依然初心不移，为国
家培养一届又一届人才，帮助学生
找到自己的人生坐标。

严谨端正治学、勤勉谦谨为
师 ，加 上 过 硬 的 业 务 能 力 ，1987
年，王津从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百余名教师中脱颖而出，成为
全院“教坛新秀”。1992 年，年仅
30 岁的他就被提拔为全院最年轻
的电气系主任。2004 年，学院推
荐他去日本深造，回国后被任命
为学院教务处长，同年被评为教
授。2006 年被评为全省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2011 年，49 岁的王津
升任为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
管教学的副院长。

王津的教育事业是成功的。他
为事业所付出的汗水与努力也是
很多人无法想象的。呕心沥血三
十余载，王津很少有双休日，通宵
达旦的加班加点司空见惯。岗位
的不断升迁，一项项科研成果的取
得，是对他努力的褒奖。他先后主
持和参加了20项教育部、省教育厅
组织的教研与科研项目，多次获
奖。并且主编出版教材14部，国家
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余篇。

2015年10月，王津恋恋不舍地
离开他工作 32 年事业有所建树的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来到位于
渭南的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任院长。新的岗位，又是新的起
点。在陕西铁路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工作的 7 年多时间，也是学院飞
速发展的7年多。王津始终以全院
高质量发展为己任，把学院发展、
教师成长、学生成才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
好广大师生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
工作的落脚点。

王津不仅胸怀发展大局，而且
情系师生冷暖，密切联系师生，他
经常走入教师办公室、学生宿舍，
与师生面对面交流，倾听师生意
见，切实帮助师生解决困难。在他
示范带动下，全校教职工积极响应
支持，近七年共计帮扶贫困学生
3799 人次，帮扶金额累计 189.95 万
元。他还积极参与社会扶贫攻坚
工作，牵头策划援建了槐树关镇陈
坪村文化广场、洋县职教中心焊接
实训基地、临渭区乡村公路建设技
术服务中心等，帮助改善贫困群众
文化生活环境，丰富贫困群众精神
文化生活，让更多的贫困家庭孩子
掌握技术，走上工作岗位，带动家
庭脱贫致富。

王津坚持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落实就业工作“一把手”工程，亲自
抓、亲自负责学生就业，他铆足了
劲儿，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
施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每年带队
走访调研行业企业 200 余家，洽谈
校企合作、学生就业。近7年，学院
合作企业年均提供就业岗位近 1.5
万个，岗位供需比3∶1，毕业生就业
率均保持在96%以上。

初心不改薪火传 接续奉献志不渝

“教书育人、爱生如子”，这是
祖父、父母口口相传的谆谆教导，
也是王津家庭的事业写照。他的
儿子王洲杰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博士毕业后，继续接力父辈的荣
光，加入了教师队伍，任教于陕西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平凡的教育
工作中辛勤耕耘。2018 年至 2022
年，王洲杰指导学生参加陕西省职
业院校省级技能大赛获一等奖 1
项、三等奖1项；指导学生参加全国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
陕西省金奖2项、银奖1项。

“四世书香”育桃李，定得芬芳
春满园，四代人对教育事业的坚守
与热爱，把自己满满的热情倾注于
教师这份平凡而光荣的职业，在一
个个日夜流转间谱写着奉献之歌。

梁雨晴 1989 年参加教育工作，
是一位一直奋战在教育一线、担任
小学语文教学和班主任工作 33 年
的优秀小学教师。她有一个三代
从事教育工作的大家庭：父亲扎根
偏远乡镇40年，以校为家，堂哥、堂
姐，弟弟、弟媳，以及丈夫、丈夫的
妹妹和妹夫，还有自己的女儿，深
受老父亲的影响和熏陶，都选择了
教师这个神圣而光荣的职业，在幼
儿园、小学、初高中及大学的各个
岗位发光发热，收获了满园桃李。

▶梁文忠：桃李芬芳受爱戴◀
父亲梁文忠先后在武功县渠子

学校、游风中学、凤安高中任教。
多次被评为武功县模范班主任、优
秀教师、优秀共产党员和咸阳市优
秀园丁奖。

工作的任劳任怨、对同志的关
怀备至、对学生的认真负责，让他
收获了桃李芬芳和学生的爱戴。
2007 年退休以来，每每提起他带过
的学生，他都如数家珍、眉飞色舞、
陶醉其中。节假日学生的电话问
候和登门探望温暖着老人的心，这
些爱的回馈就像老人当年教书时
关爱他的学生一样，从事教育的自

豪感和幸福感是他一生最大的收
获。正是因为他对教育事业的热
爱感召了他的子女们也都投入到
教书育人的队伍中来。

▶梁雨晴：三尺讲台述情怀◀
热爱教育事业的梁雨晴，1989

年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就选择到
陕西省咸阳市武功县最偏僻的游
凤镇农村小学任教，怀揣着教书育
人的理想，上班第一天梁雨晴就主
动申请担任语文课教学和班主任
工作。她精心上好每一节课，用心
关爱着每一个孩子，在武功县最偏
僻的乡村学校一呆就是11年。

2000 年，梁雨晴报名参加了杨
凌高新小学首批教师的招聘，她以
较强的业务能力，被聘为高新小学
的首批创业教师。从教33年来，梁
雨晴所带班级学生考试成绩总是
名列前茅，在杨凌示范区组织的素
质检测中多次位居第一，她也多次
获区素质检测优秀个人奖。梁雨
晴用教师的神圣职责鞭策自己，用
无私的爱关心每一位学生，用自己
的行动诠释了对教育事业的爱。

梁雨晴给留守学生送衣物，给
班级离异家庭孩子过生日，给班级

中有抑郁倾向的孩子做疏导，让孩
子有勇气面对生活……孩子们常赞
叹她“是最懂学生的老师梁妈妈”，
大爱无疆的她用爱证实了教育是
根植于爱的教育。

▶丈夫王鹏：恪尽职守担使命◀
梁雨晴的丈夫王鹏，多年来从

事教育工作废寝忘食，更是将健康
置之身外，因为长期超负荷的工
作，他患上了严重的腰肌劳损症，
医生曾多次劝他住院治疗，忙于工
作的他一直带病工作。他实在支
撑不下去就利用下午放学后去医
院理疗。医生看到他这种拼命干
工作的劲头，不由得对他竖起大拇
指，连连称赞：“有你这样的好校
长，这一方百姓真是有福了！”

2020 年初春，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的战线上，校长王鹏首先冲在
前面，守护校园，守护全校师生健
康。自疫情发生以来，王鹏一个多
月没回家，工作战斗在自己的岗位
上，每天都是忙到晚上10点以后才
休息。“疫情不退，我不退。”这是王
鹏发到朋友圈的一句话，他用实际
行动践行着他的承诺，在疫情防控
阻击战中作出了成绩。

任校长二十多年来，王鹏始终
坚守一个校长的初心和使命，时刻
把学校工作揣在心上，抓在手上。
以校为家，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使
任职学校工作走在了市县前列，赢
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他被
授予全国普法教育先进个人、陕西
省师德先进个人等20多项殊荣。

▶王一棠：勇挑重担谱新篇◀
女儿王一棠 2018 年大学毕业

后，热爱教育事业的她报考了家乡
高中生物课教师，如愿从事了她从
小就喜欢的教育事业，担任县城高
中高三生物课教学及班主任工作。

3 年来，教育教学工作成绩突
出：所任生物课教学蝉联同级科前
茅，连年被评为校级优秀教师、模
范班主任，2021 年被评为武功县三
八红旗手、高考先进个人，赢得了
全体教师及家长的广泛好评。

她始终坚持一个信念，即“不放
任 、不 放 弃 ，用 爱 点 燃 孩 子 的 希
望”。作为高三班主任的她每天总
是早早起床去教室，站在教室门口
等候每一个学生的到来，关心学生
是否吃过早餐，关心孩子的冷暖，
她还多次买文具和书送给学生。

学校班里的学生都是住宿的，有些
学生基础太差，学习跟不上进度，
她总是利用课间、活动课在教室里
主动帮学生补课……家长打来电话
感谢她，学生们感动地称她为“知
心姐姐”，同事们赞誉她为热爱教
育的后起之秀。

一门师表好家风，三尺讲台
传美名。梁雨晴家庭及亲属三代
10 人从教，父亲虽退休多年，但时
常告诫自己教育战线的亲人：要
努力工作，舞台虽小，也要干出优
异成绩；梁雨晴夫妻及女儿坚守

“终身学习”理念，牺牲节假日，自
费考取了“心理咨询师”“家庭教
育指导师”“房树人绘画分析师”
等证书，免费为家长分忧解难，助
力孩子健康成长；堂姐先是在杨

陵高级中学担任高三教学工作，
后因能力突出，调西安文理学院
任教；丈夫的妹妹王秀云因羡慕
哥、嫂的教师工作，高考填报志愿
选择咸阳师范学院，毕业后一直
担 任 高 三 年 级 班 主 任 及 教 学 工
作，被评为陕西省教学能手；妹夫
宋辉是陕西省教学能手、学科带
头人培养对象，担任杨凌高新小
学主管教学副校长；弟弟以及弟
媳 分 别 在 农 村 学 区 和 幼 儿 园 工
作，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也博得
了单位领导的赞誉……

梁雨晴和他的家庭跨越三代，
在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与教育结
下了不解之缘，用薪火相传诠释着

“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真谛。
（本版文章由胡玥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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