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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星婷 通讯员 程芯钰

因在2500米的山坡上找网络上课
备战高考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云南
女孩范天兰，9月20日来到西南大学
报到，到该校地理科学学院就读公费师
范生。

范天兰是云南省曲靖市会泽县娜
姑镇炉房村人。来到西大读大学的她，
希望毕业后能回到家乡教书育人，帮助
家庭困难的学生改变命运。

山坡上找网备考，带着棉
被云端追梦

“欢迎来到西大。”9月20日上午，
在西大第三运动场，该校党委书记李旭
锋为范天兰送上“爱心大礼包”。

短发、戴眼镜，范天兰略显文静和
羞涩。范天兰家所在的炉房村海拔
2500米，离县城有很远的距离。今年
2月，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令范天
兰就读的东陆高中无法正常开学，学校
组织网上授课。但由于山峦阻挡，范天
兰的家中能接收的信号十分微弱。

“一开始我以为家里的信号能勉强
支撑我上课，但我上课时经常卡，加载
好后老师已经讲到下一题了。”范天兰
说，为了解决这一困扰，她只好跑到家
旁边的山坡上，在相对空旷的地势接收
信号上网课。

“有时候山上太冷了，手会一直哆
嗦，不方便写字，我就把知识点截图下
来回家再学习。”在山上听课时，范天兰
常常需要穿上厚重的羽绒服，有时她还
会带上一床棉被御寒。

后来，范天兰在山坡上学习的画面
被上传到网络，让人们深受感动，她也
因此被网友称为“山坡找网女孩”。

毕业后想当老师回报家乡

范天兰家中共有8口人，她与同年
级的姐姐常结伴到山坡上一起学习。
以前由于条件艰苦，范天兰的父母经常
要找亲戚朋友借钱供孩子们读书。

后来，范天兰的父母在家里养了
70多只羊、3头牛和1匹马，在2015年
实现脱贫。“不读书就没有出路，我最大

的心愿就是让两个女儿都上大学。”范
天兰的妈妈王云仙在电话中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自己砸锅卖铁也要把两个孩
子供到大学毕业。

这几年，范天兰的家乡变化很大。
她说，2017年以前，通到自己家的路还
没有修好，出行还是羊肠小道。“走到最
近的小学要5个多小时，走到最近的初
中要2个多小时。”今年6月，自己家作
为随迁户，搬进了会泽新城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小区。

整个小区占地1170亩，高楼林立，
道路宽敞，一共安置了8万余人，其中
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6.3万人。距离
范天兰的新家不远，就是会泽县专门为

解决易地扶贫搬迁群众子女入学而建
设的钟屏小学，学校有漂亮的图书馆、
足球场。

范天兰说，自己报考的是西南大学
公费师范生，大学毕业后想当一名老
师，帮助困难家庭的学生通过教育改变
命运。

希望她将努力学习的精
神传递给更多同学

今年高考，范天兰以理科644分的
成绩，如愿考入西南大学。

9月18日，范天兰从昆明乘高铁来
到西南大学，她对学校的第一印象是“特
别大、特别漂亮，建筑也很有人文底蕴”。

“我们宿舍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
大家都特别热心。”范天兰高兴地说，自
己四年在校学习期间免缴学费、住宿
费，还可以领取生活费补助，毕业后自
己会回到家乡从事中小学教育。

“我希望大一能考过英语四级，专
业课拿到好成绩。”范天兰说，自己高中
所在班级的同学都上了重本线，不少同
学都达到了600分以上的成绩，大家都
会用自己所学回报家乡、回报祖国。

“不少网友在得知范天兰的故事
后，都向她送上了美好祝愿。”范天兰的
辅导员表示，“范天兰同学的执着坚毅
让人感动，希望她将这种努力学习的精
神传递给更多的同学。”

“山坡找网女孩”圆梦西南大学

9月20日，范天兰（右一）到西南
大学报到入学。 （西大供图）

范天兰在家乡山坡上找网学习。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李星婷

70年弦歌不辍，70年桃李天下。9
月20日，西南政法大学迎来建校70周
年华诞。

当天，该校举行了建校70周年纪
念大会。在纪念大会上，该校教师、校
友、学生代表等纷纷发言，讲述自己的

“西政情结”。
本报选取了老中青3位代表，讲述

了由数代西政人打造、传承的“西政精
神”赋予每位西政人“家园感”和前行力
量的故事。

“每位西政人，都用自己的方
式诠释着‘西政精神’”

在西政建校70周年纪念大会现
场，有一个特别的环节：教师和学生代
表向11位老一辈教职工献花、致敬。

这11位老教授分别是全国杰出资
深法学家金平，以及黄焘、金生华、程正
宗、娄伯箴、邹明理、吴光辉、左开大、徐
静村、文正邦、宋雷。

西政前身是1950年创建的西南人
民革命大学。老教授们为西政的发展
呕心沥血矢志前行，夯实了西政的牢固
根基。其中，出生于1922年的金平已
98岁，他曾3次参与我国民法典的编
纂，被喻为中国当代民法史的“活化

石。”金平于1954年到学校任教，多年
的执教生涯中，他先后培养了数十名研
究生。

金平说，自己记得与同事和学生们
一起劳动、建校、辩论、听讲座的时光。
西政从零起步发展到今天，已与全世界
34个国家和地区的167所高校和研究
机构建立了深度合作交流关系；从当年
的几百名学生，发展到如今有在校学生
2万余人。

“始终如一、代代相传的是‘心系
天下、自强不息、和衷共济、严谨求实’
的‘西政精神’。”金平说，在民法典编
纂的过程中，西政不少教师通过各种
途径和方式，为民法典的编纂作出贡
献。如自己的学生谭启平是民法典编
纂项目领导小组成员；学校张玉敏、王
洪、陈苇、孙鹏、侯国跃等教授分别参
与物权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婚姻
家庭法等分编的课题组研究工作；还
有不少教师积极参加与民法典编纂有
关的审议会、座谈会，积极建言献策，

“每位西政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
‘西政精神’。”

“西政精神”激励我们无所畏
惧、奋勇向前

出生于1963年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生

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程
京，曾于1986年至1999年在西政司法
鉴定中心工作。20日，他为大家带来
了一场精彩讲座。

程京也是西政司法鉴定中心的奠
基人和创始人之一，亲自参与筹备、技
术服务等工作。在司法鉴定中心工作
期间，他大量学习司法鉴定和刑事侦查
相关工程，为后来的留学和研究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当时正是司法取证技术
飞速发展的时期，既要开拓进取、也要
严谨求实，是西政给我的最大影响。”程
京说，这种精神深深地影响了自己后来
做科研的态度。

如今，程京是中国生物芯片领域的
领军人物，主要从事基因芯片、细胞芯
片和芯片缩微实验室的研究开发等。
今年上半年，西南政法大学启动证据科
技创新与产业化平台项目，参加国家科
技创新中心与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建
设，程京担任项目专家论证委员会主
席。

程京说，35年前，自己跟随父亲
来西政工作，正是在“西政精神”指引
下，学会对人生的思考和探索，在磨砺
中成长、在奋斗中培养家国情怀，“这
些年，我和团队在科研方面小有所成，
研究的成果在此次疫情防控中也起到
重大作用。每当科研攻关遇到巨大压

力时，‘西政精神’就激励我们无所畏
惧、奋勇向前。”

一代又一代西政学子为祖国
富强奉献力量

作为优秀学生代表，该校政治与公
共管理学院2017级本科生朱钰在20
日举行的纪念大会上发言。

朱钰表示，“西政精神”已经融入每
位西政人的血液中，赋予大家担当的勇
气和信心。她说，西政研究生支教团连
续22年、由300余名志愿者连续接力，
用最真诚的陪伴为山区孩子打开看世
界的“窗户”；大学生讲习所有1200余
名宣讲员，他们进行了200余场宣讲活
动，深入企业、社区宣讲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民法典颁布
以后，西政师生开展了近百场线上线
下的宣讲，为上千万听众送去民法典
的声音……

“一代又一代西政学子响应党的号
召，为祖国奉献，为人民服务，把个人
成长融入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
事业中。”朱钰表示，数代西政人所打
造、传承、光大的“西政精神”历久弥
新，它是赋予每位西政人以“家园感”
和前行的力量，自己和同学们将继承这
种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贡献力量。

代代相传的“西政精神”给予“家园感”和前行的力量
——三代西政人讲述自己和学校的故事

据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记者
陈炜伟）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国家统
计局局长宁吉喆20日介绍，目前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700多万普查人员将于11月1日起走入
千家万户，正式开启普查现场登记。

20日，第十一届中国统计开放日
活动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宣传月启
动仪式在北京举办。今年开放日的主
题是“大国点名，没你不行”。

宁吉喆在开放日活动上说，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我国人口发展进入关键期
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开展
好人口普查，有助于全面摸清我国人口
总量、结构和分布等状况，准确把握人
口变化趋势性特征，为科学制定国家发

展战略、完善人口发展政策、推动高质
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人口普查与每一位公民息息相
关，普查获得的详实准确数据信息，将
为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以及
社会保障体系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宁
吉喆说。

宁吉喆表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将采取电子化方式开展普查登记，同时
倡导普查对象自主填报，鼓励大家使用
手机等移动终端自行申报个人和家庭
信息。此次普查将采用互联网云技术、
云服务和云应用，全流程加强对公民个
人信息的保护，确保公民个人信息安
全。希望广大社会公众积极支持参与
人口普查，主动配合、如实填报，确保普
查数据真实准确。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将于11月1日开启现场登记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9月20
日，重庆日报记者获悉，105岁的国家

“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在北
京签署捐赠协议，将她珍藏的与璧山有
关的10箱档案资料全部捐赠给璧山区
档案馆。

伊莎白是加拿大人，著名国际友
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教育家、社会人
类学家、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上
世纪40年代初，从加拿大多伦多人类
学硕士毕业的伊莎白，经晏阳初介绍，
在当时四川省璧山县的兴隆场（今重庆
市璧山区大兴镇）参与乡村建设。她参
与举办妇女识字班，组建食盐合作社，
帮助贫困群众，同时对当地1500余户
人家开展挨家挨户的田野调查。

后来，伊莎白与中国学者俞锡玑合
作，一起整理当年的调查资料，于2013
年出版《兴隆场》一书。《兴隆场》详实地
记录了抗战大后方的大量日常生活细
节，涉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风
俗以及乡村建设实验等方面，被称为社
会学、人类学以及乡村建设的必读之作
（2019 年 9 月 15 日《重庆日报》曾做报
道）。

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的伊莎白
曾6次重返璧山，继续开展社会调查，
并设立“伊莎白·柯临清助学基金”，长
期资助当地贫困学生，与当地群众结下
深厚友谊。

此次伊莎白捐献出的这10箱资
料，包括伊莎白上世纪40年代在兴隆
场调查的原始资料，以及当时与家人往
来的100多封英文书信；撰写《兴隆场》
一书过程中的历次手稿；1981—2004
年间6次重返璧山的调查资料；与当地
群众及贫困学生的往来书信等。

“这些资料非常宝贵，特别是伊莎
白当年在兴隆场的走访笔记，以及她写
下的家书，是珍贵的社会人类学手记，
详细记录了当时的乡村发展轨迹，具有
重要的学术价值。”重庆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生导师潘家恩介
绍，上世纪40年代，晏阳初领导中华平
民教育促进会创办华西实验区，以璧山
为中心，开展了长达10年的乡村建设
实验。璧山区档案馆完整保存了当年
的华西实验区档案，其和伊莎白提供的
这批史料真实记录了当时乡村建设过
程中的经济、教育、卫生、社会自治等情
况和工作方法，二者结合起来，将为社
会各界研究中国乡村建设历史提供重
要的档案史料支撑。

璧山区正在新建档案馆大楼，以展
示华西实验区档案，以及抗战名人、国
立艺专等史料。其一楼展厅计划设置
璧山兴隆场专题特藏室，伊莎白此次捐
献的资料将存放在里面进行展示。相
关专家也将对这批珍贵的资料进行深
入研究。

国家友谊勋章获得者伊莎白·柯鲁克

将10箱抗战暨乡建资料捐献给璧山

新华社洛杉矶9月20日电 互联
网平台TikTok19日发表声明说，其母
公司字节跳动与美国甲骨文和沃尔玛
两家公司达成原则性共识，三方将据此
尽快达成符合中美两国法律规定的合
作协议。

声明说，这份原则性共识已作为提
案交给美国政府，TikTok认为三方原
则性共识将解决围绕公司未来在美国
运营和发展的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
当天说，他已“原则上”同意TikTok与
甲骨文、沃尔玛公司的合作方案。

TikTok宣布与美国两家公司
初步达成三方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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