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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英雄者，国之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英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高地、一个社会的价值

底座，是中华儿女克难奋进书写璀璨篇章的重要精神支撑。时至清明，作为祭奠祖先、缅怀先人的传统节日，宝职师生在在缅怀先烈中慎终追远、祭祖扫墓中寄托哀思，充分

体现了敦亲睦族、传承基因、赓续血脉的深厚人文精神，更蕴藏着周而复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之道。慎终追远、踏青扫墓，承载了一代又一代宝职人对历史的缅怀、

对家国的珍视、对英烈的感恩，清明节也愈发成为增进民族情感、涵养家国情怀、凝聚爱国共识的载体。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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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忘却的宝职红色记忆  向革命先烈致敬

何寓础，(1903-

1968)，陕西省长安县

细 柳 乡 人。1924 年

从陕西省立第三中学

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

大学，不久加入旅京

陕籍学生的进步组织

“共进社”，在该社刊

物《共进》杂志上先后

发表多篇探索革命真

理，揭露北洋政府和

国民党右派的文章，

积极声援并参加了震

惊中外的五次大罢工和“八· 一三”运动。1926

年在北师大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 年

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中共绥德地委组织委

员、中共渭南县委常委兼组织部长等职。1928 年

后主要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西安女师、西安师

范、大荔省立二师、西安二中等校任教务主任、校

长等。

1931 年冬至 1933 年春担任陕西省立二中

（凤师前身）校长期间，聘请冯润率、吴碧云、刘继

曾、武伯伦、李数仁、余达夫等一批共产党人和进

步人士来校任职教课，并购进一批进步的政治和

文艺书籍，宣传进步思想，发展进步力量，并亲自

为学生讲授辩证唯物论和社会发展简史等课目，

对师生的思想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3 年离任后以任教为掩护，继续做党的工

作。1936 年发起“西北教育界抗日救国大同盟”

的筹备和组建工作，当选为第一、二届执行委员。

1937 年任中共西安市各中学教职员联合会支部

书记，并参与发起创办《老百姓报》。1938 年受党

组织委派，到前方抗日部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直到抗战胜利。1947 年夏到延安，担任延安大学

第一副校长等职。1948 年任中国民主同盟西安

临时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新成立后，历任西安

市人民政府秘书长，政协西安市副主席等职。

李敷仁，陕西省咸阳县人，1932 年留日回国

后，到陕西省立二中

（凤师前身）任训育主

任。在教育教学活动

中，对学生进行爱国

主义教育，传播革命思

想。特别注重以自己的

模范行为去影响和带

动学生，在师生中享有

崇高的威信。1933 年

后，长期在西安从事

文化教育事业。抗战

初期，主编《老百姓报》

反映民众抗日图存的

呼声，揭露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使《老百姓

报》真正成为老百姓的喉舌，在西北报刊界具有

较大影响力。为解决办报经费，各进步社会团体

和各界爱国人士主动捐款赠物，以支持其正常出

刊。正当发行量急剧增大之时，被国民党反动当

局勒令停刊。抗战后期，又主编《民众导报》，宣传

民主思想, 揭露国民党的专制和独裁。1946 年

5 月底，国民党特务在西安市南院门街头，企图将

其绑架，阴谋杀害，在押至咸阳遭敌人枪击受伤

后，被闻声赶来的当地群众营救，后由中共地下

党组织护送至延安，伤愈后担任延安大学校长。

冯润章，陕西省

泾阳县冯家沟人。在

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

学习时期与同学孟超

等人共同成立“流萤

社”，创办《流萤》半月

刊。1924 年 加 入 中

国共产党。1928 年，

在上海参加了中国著

作者协会成立大会，

与钱杏村、沈端先（夏

衍）等人筹备组织“艺

术剧社”，排演《西线

无战事》等戏剧。1930 年初，参加筹备成立“中国

左翼作家联盟”，年底，因叛徒出卖在天津被捕，

后在北平以“左联”成员身份无罪开释，后回陕做

党的地下工作。

1932 年 2 月，受聘于陕西省立二中（凤师前

身）任教。临行前，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其在二中建

立党的组织，到校后他和妻子吴碧云先后发起成

立了进步组织“引擎社”“读书会”，发布《引擎社

宣言》，创办《西声月刊》，宣传中共的抗日救国主

张，揭露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团结教育广大学

生，物色培养积极分子。同年 5月份，先后介绍学

生沈成章、张好仁入党。同时与学校原有党员接

上关系，成立了中共陕西省立二中支部，任支部

书记。他是省立二中早期党的主要创始人，为省

立二中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作出了重

要贡献。

余达夫，陕西省

城固县人。1930 年在

北平中国大学哲学教

育系求学期间，参加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担任北方部秘书，后

加入互济会，为受反

动军阀迫害的同志募

捐。1937 年 5 月加入

中国共产党，编辑出

版《救国教育》，宣传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

线政策和抗日主张，

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1931—1933 年和 1939—1942 年，曾两度在

凤师任教，经常向学生介绍并引导其阅读进步书

刊，进行马列主义思想教育，启发他们的政治觉

悟。同时主编《民主与科学》杂志，传播革命思想。

在其负责的《中国文学概论》和《语法要略》课教

学中，紧密联系实际，尤其注重挖掘教材内容的

思想性，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尊敬。由其填词的《凤

翔师范校歌》, 四十年代在我校曾久唱不衰，对

团结、教育全校师生追求真理，研讨学术，献身教

育，救国图强起了积极的作用。

沈成章，陕西省

凤翔县范家寨乡沈家

沟 人。1932 年 5 月，

经老师冯润章介绍加

入中国共产党，和冯

润章、吴碧云及同时

入党的张好仁建立了

中共陕西省立二中支

部，担任特支书记。于

凤翔县图书馆设立了

秘密交通联络站，负

责传递情报，保存党

内文件、书报等，先后

接待过上线派来巡视指导工作或传送文件的李

特生、李伦等人。他是省立二中党组织早期的创

始人之一和入党最早并担任特支主要负责人的

学生党员。毕业离校后，在凤翔县儒林小学以教

师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党的工作。1938年4月，

他与中共西府地区巡视任戈白同志接上了组织

关系，6 月，经中共陕西省委批准，和任戈白、王

志贤三人组成中共凤翔县工作委员会，任县工委

组织部部长。同年 8 月，接任工委书记兼组织部

部长。1938 年 9 月，中共凤翔县工委改建为中

共凤翔县委后，任县委统战部部长至 1941 年 8

月，其间在组织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发展党

的组织和扩大党的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做了大

量工作。

1947 年冬，国民党凤翔县党部以共党嫌疑

罪将其逮捕，后解往西安，关押在西安警备司令

部下属的太阳庙门监狱。敌人多次刑讯逼供，要

他说出党组情况，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

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无限忠诚。其间，

家里曾试图托人找关系花钱通融，他坚决表示反

对。1948 年夏，在查无实据的情况下被释放。此

后继续在儒林小学任校长直至解放。建国后，派

往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其后担任过岐山县粮

食局副局长等职。

结束语：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清明祭英
烈，最好的纪念永远是传承英烈精神，最好的缅怀
必定是继承遗志、实现宏愿，在坚定前行中把先辈
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奋进新征程，师生阔
步走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康庄大道上，将英烈精神转化为实干力量，

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熔铸于国家梦、民族梦中，
千千万万个“小我”把对英烈的缅怀和致敬体现在

“大我”的行动之中，把对祖国的热爱体现在每一
滴奋斗的汗水中、每一步前进的足迹里，以实实在
在的行动对国家发展贡献力量，推动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伟业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清明时节，翠柏凝春。为进一步深化红色教育，重温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厚植广大师生的爱国主义情怀，近日，学院师生开展了清明祭英烈主题活动。

缅怀革命先烈 赓续红色血脉  学院开展清明祭英烈系列活动

机电信息学院学工党支部赴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财经商贸学院学工党支部开展“缅怀英雄先烈，传承红色精神”主题党日活动

生物与建筑工程学院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医学院开展“我们的节日—风清景明，寄思诗情”清明节活动

中医药学院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班会活动

122 年前
自宝鸡职院办学之日起
学院始终与民族兴亡紧密相连
涌 现 出 许 多 革 命 前 辈、革 命 先 烈 和 仁 人

志士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

实现
求强思变，兴学育才
前仆后继，英勇奋斗
演绎了一段段红色爱国史
学院凤翔师范旧址曾被誉为西府地区的

“小延安”。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是西府党组织
较早最活跃的地方，为革命斗争输送了一批杰

出干部。据记载，1927 年，凤师前身省立二中
在虢镇办学时，校长韩叔勋就聘请刘尚达、何
寓础、李敷仁、武伯伦、毕念时、原和生等 6 名
中共党员任教，这是该校的第一批党员，他们
在学校传播进步思想，但尚无组织。1932 年，
凤师组建了中共省立二中支部，冯润璋任书
记，这是学校首建的中共组织。凤翔师范党组
织在建立之初，就把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发动
群众参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作为党的一项重
要工作。从此，凤师学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追
求进步、追求真理、追求革命，反对强权，反对
专制统治，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
做出重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