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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承载历史  服务师生  办报育人  助推发展 

 
34年前，伴随着学校的建设发展，《重庆文理学院报》的前身──《江

津师专报》应运而生。 
其后，这份报纸也随着学校校名的变迁，前后历经了《重庆师专报》、

《渝西学院报》、《重庆文理学院报》等不同阶段。 
34年来，她与全校师生和广大读者定期相约，用 570余份热情和梦想、

责任与担当，记录着学校建设发展中的方方面面，反映着师生学习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陪伴一代代文理人度过了宝贵的大学时代、美好的青春年华。 
每当报纸出刊的日子，师生们都会充满期待，争相传阅，希望从中看

到新近发生的大事、要事，从中获悉学校工作的最新进展，从中了解先进

人物的典型事迹，从中领略才子名师的奇思妙语，并通过它与学校领导深

入沟通，为学校发展建言献策⋯⋯ 
应该说，大学校报作为学校党政机关报，是大学校园的主流媒体，是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是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校园精神文

明建设成果的重要载体，还是学校党政联系师生与校友、沟通家长和社会

的重要纽带，也是展示学校形象、塑造学校品牌、提升学校知名度和美誉

度的重要窗口。 
在这里，学校的寄托、师生的期许、社会的希望实现了交汇融通，产生

了互动共鸣，也使这份薄薄的报纸蕴含了特有的历史感、时代感和责任感。 
现如今，尽管网络媒体高度发达，信息传输渠道多元融合，社会舆论

环境纷繁复杂、暗流涌动，似乎传统纸质媒体的社会地位、传播力及影响

力已经江河日下、风光不再。但我们必须看到，传统媒体由于其特有的内

容优势、专业优势、机构优势、渠道优势，所生产新闻产品的原创性、严

肃性、深度性、权威性仍是众多网络新兴媒体始终无法超越和替代的。这

也正是在众声喧哗的网络时代，传统媒体之所以存在的价值、理由和依据。 
这本《青春文理》辑录了《重庆文理学院报》34年来的代表性副刊作

品。透过校报这些纸片、青涩的文字，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一个个艰苦奋进



 

 

的青春背影，听到一段段感人肺腑的内心独白，体会到一片片火辣炙热的

赤子情怀。 
我们要感谢《青春文理》这本书，感谢《重庆文理学院报》编辑部的

辛勤劳作，为我们构筑了这样一座横跨时空洪流的桥梁，使几代文理人能

够在这样一个神奇的精神世界产生共鸣。 
最后，希望《重庆文理学院报》在学校党政领导下，牢固树立办报育

人宗旨，大力弘扬优良办报传统，充分发挥文化高地优势，大胆创新传播

方式方法，更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师生，办出特色、办出质量、

办出水平，真正承担起“传播知识、引导舆论，弘扬新风、促进和谐，参

与决策、服务生活”的光荣历史使命。 
衷心祝愿《重庆文理学院报》越办越好！ 

 
 

重庆文理学院 

2016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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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杉歌 
──送李昌明姜方林两同学去甘孜工作 

（外一首） 

石天河 

边地有云杉，千寻拔地起； 
贞干自孤直，托身在野鄙； 
花无桃李艳，实无梨枣美； 
飙风不能摧，严霜不能萎； 
大厦栋梁材，如斯方可倚。 
君今去边地，将傍云杉居， 
草木钟灵秀，大志得初舒； 
藏汉皆兄弟，彝回共里闾； 
直须真发奋，莫作倦唏嘘， 
不行千里路，何来千里驹？ 
赠君云杉歌，骥发在须臾， 
但保云杉节，高怀乐有余。 

赠别七九级女同学 
又是骊歌震耳时，婵娟挟册索题诗。 
纵有豪情折垂柳，难为浅墨寄深思。 
所望群芳兴祖国，相期东亚起雄狮。 
临别叮咛唯一语，健足青春奋力驰。 

（1982 年，第 6 期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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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田 
赵新生 

我骄傲，我也有了一片责任田。 

教鞭──薅秧的竹竿， 

课本──盛肥的竹箕； 

愚昧和无知的稗草， 

用洁白的粉笔屑除去…… 

我自豪，我也有了一片责任田。 

晨曦刚染红天际， 

苍翠欲滴，满田生机； 

晚霞留下一腔衷肠， 

这儿，又奏起青春的旋律…… 

我欢愉，我也有了一片责任田。 

希望的禾苗在春光下分蘖， 

理想的稻谷在恒温中孕育…… 

是喜悦的泪水未擦净吗？ 

瞧禾苗叶上的露水晶莹。 

我幸福，我也有一片责任田哟， 

蓬勃的春天和炽热的夏日过后， 

轰隆隆，开来了 

我信念与事业的收割机…… 

（1982 年，第 7 期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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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酒词 
——为八三届同学毕业而作 

戴  伟 

聚餐宴上一杯酒， 
离别的话儿说不够。 
一句“再见”未出口， 
手拉手， 
热泪滚滚流。 

 
一千昼夜三春秋， 
一片真情一口酒。 
师生情谊多淳厚， 
杯碰杯， 
激情涌心头。 

 
热泪淌， 
心儿抖。 
志士有泪不轻洒， 
远征开航不添愁。 
心如瓜山石般坚， 
情如星湖水样柔。 
你们向着青春笑， 
青春伴着你们走。 

 
下农村， 
进山沟， 
到边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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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三州”。 
天南海北到处是朋友。 
洒下汗水获丰收， 
痛饮庆功酒。 

 
聚餐宴上杯碰杯， 
酒上脸，血奔流。 
热辣辣， 
劝君更尽一杯酒。 
祝大家： 
气昂昂， 
雄赳赳， 
不气馁， 
不害羞， 
挺起胸膛大步走， 
四化路上莫停留！ 
以前是师生， 
今后是战友。 
肩并肩， 
手挽手， 
教育战线写春秋， 
知识苗圃勤操手。 
他年相会时， 
豪情壮志依然有， 
胜利歌声中， 
再来一杯── 
不！再来一碗酒！ 

（1983 年，第 15 期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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