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3

专题 百年名校  风华正茂

文林”文化墙，进一步夯实红

色文化沃土。

讲好烈士故事

“这张照片是 1945 年潘

琰和她的同学在成都街头拍

的。其他同学已经穿上了厚厚

的冬衣，潘琰却穿着旗袍。

这是因为战乱，潘琰和母亲

失去联系，母亲送给她的冬

衣迟迟没有收到。在如此艰

难的环境下，潘琰依旧投身到

革命事业当中……”

作为“翠湖红色文化圈”

的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

周三下午，是文林小学“潘琰

学堂”的校园开放日，“潘琰

中队”的学生们都会聚集在学

堂里开展队会活动。在老师的

带领下，通过情景剧表演、文

物故事讲述等形式，为外来参

观者或其他班级的同学带来一

堂入脑入心的思政教育课。

“学校选树优秀班级授

予‘潘琰中队’的称号，将‘潘

琰学堂’作为少先队活动阵地，

交由少先队员自主管理。以点

带面，培育文林学子的红色基

因和文化自觉。”文林小学党

总支书记江琼在谈及设立“潘

琰中队”的初衷时表示，希望

每一名文林学子从入校之日

起，便耳濡目染涵养烈士精神。

“去年 9 月开学时，我

们班从上一届‘潘琰中队’的

手中光荣地接过接力棒。”由

于各方面表现优异，教师杨鹏

华所带的文林小学四年级 6 班

被学校选拔为新一届“潘琰中

队”。“接过队牌时，全班同

学备受鼓舞，无比自豪。”杨

鹏华回忆道。

如今，“潘琰中队”的

队牌悬挂在四年级 6 班的教室

门口。为确保每名学生都得到

锻炼，全班同学被分成 7 个小

组，轮流参与“潘琰学堂”的

接待工作。当每个人都能熟练

地向到访者讲述潘琰烈士的故

事时，真正做到了让“坚毅、

忠诚、担当、奉献”的烈士精

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夯实红色文化根基

“能穿上‘潘琰中队’

的队服非常开心，我们会讲好

烈士故事，用烈士精神勉励自

己更加努力地学习。”四年级

6班学生刘妍廷是“潘琰中队”

的一员，平日里，她不仅在行

为规范上为同学们树立榜样，

还全力协助老师管理班级。在

学习中，刘妍廷从不轻易向难

题低头，并利用课外时间，积

极参加钢琴、葫芦丝等才艺学

习，在各项赛事中取得优异成

绩。“虽然有些辛苦，但每当

想起潘琰时，她的精神就会勉

励着我继续前行。”在以《学

习潘琰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

年》为主题的演讲中，刘妍廷

如是说。

“对新时代的孩子来说，

抽象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会让他们失去兴

趣。学校通过‘潘琰学堂’‘潘

琰中队’等学习载体，将烈士

精神变成校本课程的一部分，

并通过红色文化主题活动的策

划和参与，在潜移默化中涵养

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家国情

怀。”在江琼看来，通过红色

文化的持续熏陶，文林学子的

行为举止更加规范，树立起正

确的价值观。

烈士精神不仅滋养着文

林学子，每年也有很多辖区

单位和其他州（市）小学学生

前往文林小学开展红色文化教

育。截至目前，该校累计接待

参观者上万人，被授牌为“昆

明市中小学思政教育现场教学

点”和翠湖党建示范圈“春城

先锋”。

“站在百年新起点，文

林人将以自强不息、敬业奉献、

严谨治学的精神，把文林教育

优质、均衡、可持续发展作为

办学初心和育人使命，以及师

生家长共同的愿景去追求。”

江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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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前身为 1923 年建立的市立第十八小学。1936 年，更名为“文林小学”。1951 年，正式

定名为“昆明市文林小学”。2003 年，五华区承华小学整体并入该校。2021 年，该校托管先锋小

学钱局街校区，形成“一校两址、深度融合、统一管理”的办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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