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2012年第36期

摘 要： 本文分析了周恩来精神中的勤业、敬业、精业和业精

神，并对其引领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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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之所以光彩照人，
被世人景仰，不仅在于他留下了许多闪光的思想，丰富了共产

党人的理论宝库，而且在于他创造了许多光辉的业绩，推进了

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 更在于他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革命精

神，丰富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宝库。
一直以来， 淮阴师范学院将周恩来精神融入办学育人的

全过程中，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辅导员作为学校学生日常思想

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和指导者，扮演着“大

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的基层指挥员、大学生的人生导师和

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知心朋友”三重角色。 因此，加强周恩来精

神与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研究，意义重大。
一、周恩来精神的内涵

当前，学术界对什么是“周恩来精神”的具体理解，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 其中，黄明理教授对“周恩来精神”的界定比较

有代表性，他认为，“周恩来精神”是由周恩来在长期革命和建

设的实践中形成的理想追求、思想观念、道德情操和工作作风

等所体现出来的、 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的崇高价值

理念和信仰。 “周恩来精神”的内涵极为丰富，王家云教授从普

通党员干部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解读，认为它包括：“积极进取、
刻苦好学、甘当公仆、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唯物辩证、勇于创

新、严于自律、宽厚平等和无私奉献”等十种精神。 经过综合提

炼 分 析，笔 者 认 为，将 周 恩 来 精 神 中 的“勤 业、敬 业、精 业、和

业”精神与辅导员队伍建设相结合，用之指导辅导员队伍建设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二、用周恩来精神引领辅导员队伍建设

（一）“勤业”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起点

一项有关记录统计显示，周恩来在1974年1月至5月的5个

月共计139天之实际工作量为： 每天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有9
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 连续工作24小时

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以内。 1974年6月，因病住

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治疗。 即使这样，他仍不忘工作。
仅据1975年3月至9月底的不完全统计，此段时间内，周恩来与

各方面人士谈话、谈工作102次，会见外宾34次，离开医院开会

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外出看人4次。 上世纪80年代，邓小

平在会见外国记者时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 任劳任怨

工作的人。 他一天工作的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

时以上，一生如此。 ”
周恩来的“勤业”精神，在辅导员工作中尤为重要。 目前院

（系）各个层面涉及学生的各项工作最终的落脚点都在学生工

作上，而辅导员是高校学生工作中的一线人员，事无巨细，只

要和学生沾边的事情都要去抓、去做，甚至还要额外负担许多

行政性的工作。 因此，精选优聘具有“勤业”精神的辅导员，是

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首要问题。 同时，具有“勤业”精神的辅导

员，才 能 在 工 作 中 做 到 “五 勤 ”（脑 勤 、眼 勤 、口 勤 、手 勤 和 腿

勤），才能扎扎实实地工作，用心践行育人宗旨。
同时，规范管理也是促进辅导员队伍“勤业”的抓手。 学校

必须建立健全辅导员队伍管理机制，实行校院两级管理、分工

明确、职责清楚、奖罚分明。 学校党委统一规划辅导员队伍建

设工作，党委学生工作部门负责具体实施，院（系）负责做好辅

导员的日常培养、使用、管理和考核等工作。 还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制定加强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实施办法，辅导员年度考核

制度、辅导员奖惩规定，以及优秀辅导员评选办法等相关配套

文件，提高辅导员队伍的“勤业”。
（二）“敬业”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的基点

1966年邢台发生地震后，周恩来不顾余震带来的危险，飞

往邢台地震灾区，指挥抢险救灾，安排群众生活，布置重建家

园工作。 他对灾区群众说：“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找人民政

府。 人民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也是为人民服务的。 人民政

府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我有什么做得不周到的，你们可以提

出来。 ”为了解决北京广大职工上下班乘坐公交车不便，他亲

自乘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了解情况，调查研究。 事后立即指

示有关部门解决交通拥挤问题。 当他得知黄河花园口出现特

大洪峰、郑州黄河铁桥被洪水冲坏和京广铁路中断时，立即由

上海飞临黄河上空，视察黄河水势。 他冒雨蹚水步行到工地，
和施工现场指挥部负责人、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解放军指战

员一起研究抢修旧桥和建设新桥的方案。
周 恩 来 的 这 种“敬 业”精 神，落 实 在 辅 导 员 队 伍 建 设 上，

就 是 要 求 辅 导 员 在 工 作 中 勤 勤 恳 恳、无 私 奉 献，立 足 岗 位 实

际，服务学校大局，甘当无名英雄。 实践中，营造良好的环境

和氛围，是提高辅导员队伍“敬业”精神的重要手段。 校院通

过出台一系列的政策制度，建立高起点、高质量的选配机制；
高 标 准、重 素 质 的 培 养 机 制；高 要 求、重 实 效 的 管 理 机 制；高

水 平、重 激 励 的 发 展 机 制，形 成 促 进 高 校 辅 导 员 队 伍 健 康 发

展的良好政策环境。 同时，通过评选高校优秀辅导员、辅导员

年 度 人 物，加 强 优 秀 辅 导 员 典 型 宣 传，为 广 大 辅 导 员 树 立 了

一 批 可 敬、可 学 的 身 边 榜 样，也 能 为 他 们 的 成 长 发 展 营 造 良

好的舆论氛围。
另 外，明 确 高 校 辅 导 员 的 职 责，是 建 设“敬 业”的 辅 导 员

队伍的一个重要环节。 首先，要详细划分辅导员与学生工作

相 关 部 门 在 学 生 的 教 育、管 理 方 面 的 具 体 工 作 职 责，如 教 务

处 在 学 籍 管 理、财 务 处 在 学 生 缴 学 费 和 寝 室 费、学 工 部 在 生

活区（寝室）管理等方面做好分工和协调。 其次，学校应督促

各个院（系）严格执行辅导员队伍建设的有关规定，减少辅导

员的事务性工作，缓解辅导员的工作压力。 如奖学金管理、特

困生助学贷款、毕业生就业指导、党团工作、心理咨询与教育

等事务性工作应由校院相关职能部门进行统一管理，辅导员

辅助完成。 这样可以避免过多分散辅导员的精力，为辅导员

提供更多的时间来更好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断总结

和提高。
（三）“精业”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的要点

周恩来读书学习不仅善思好问，善推求比较，还善于向社

会学习。 他远涉重洋，赴欧洲勤工俭学，计划除了在学校读书，
还要利用假期进行社会考察。 他在伦敦给他的伯父信中说：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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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

是赖。 故伦敦为世界之缩影。 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

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研究之课目也。 周恩来世界观的确

立，乃至革命建设中诸多重大思想的形成，除了得益于他博览

群书、涉猎各种知识外，还得益于他向社会学习、向实践学习

的求知方法。
周恩来的这种“精业”精神，在辅导员队伍建设过程中，一

是要求学校必须坚持专业化、职业化的发展方向，不断提高辅

导员工作水平。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辅导员工作

的专业属性和专业要求越来越强，加强高校辅导员队伍建设，
要以专业化发展为目标，以职业化发展为保障。 要加强对辅

导员的培养、培训，提高辅导员的专业素质和创新能力，以有

效应对各种复杂的工作局面。 辅导员工作变化大、挑战大，要

求我们及时创新工作思路、工作手段。 只有通过专家化的培

养 培 训，才 能 为 辅 导 员 队 伍 工 作 创 新 提 供 不 竭 的 动 力，才 能

不断提高辅导员工作水平。 二是要求辅导员要与时俱进，不

断提高综合素质，满足学生的成长服务需求。 作为从事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辅导员，理所应当地具有良好的思想政

治素质。 除此之外，辅导员还应该注重其他几个方面的提高。
首先，是综合业务能力的提高。 要成为合格的高校辅导员，必

须具备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成为学生工作

中的多面手。 其次，要注重科研能力的提高。 让辅导员负责或

参与与学生工作相关的课题研究，可以研究学生管理工作中

出现的新情况，迎接新挑战，解决新问题，有助于深刻认识学

生工作规律，增强工作的预见性，提高工作的效率和层次。 最

后，是关注辅导员心理素质的培养。 高强度的工作负荷、学生

工作责任的重要性、高校对辅导员工作的高要求、对工作的期

望过高、 学校对辅导员的重视程度等因素都可能导致辅导员

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 甚至会出现对这一职业产生倦怠和

厌烦的心理。
（四）“和业”是辅导员队伍建设的终点

周恩来是一位伟大的“和业”者，这淋漓尽致地体现在西

安事变、重庆谈判、万隆会议、尼克松访华等重大事件或重大

的国务活动中。 在这些活动中，周恩来充分体现了《中庸》所说

“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的精神，把中和作为一种政治手段，
灵活机动，游刃其中。 当然，由于受当时世界大局的制约，“和

谈”、“合作”、“和平”只能取得有限的成果，但这对我们党、对

我们国家，争得了很大的主动。 周恩来正是一位如列宁所指出

的那种“把对共产主义思想无限忠诚，同善于在实践中进行一

切必要的妥协、机动、通融、迂回、退却等的才干结合起来”的

充满智慧的政治艺术大师。
周恩来的这种“和业”精神，要求辅导员在工作中要团结

和谐，齐心协力。 和业则兴，和业则成，“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

如人和”，这是千古不破的道理。 作为一名优秀的辅导员，要有

以下的“和业”精神。
一是以德促人。 辅导员要借助道德的感召力，宣传社会主

义的道德规范，促使教育对象的道德觉醒，知荣辱，知廉耻，辨

丑恶，明是非，自觉革除不良的习惯和嗜好，改正缺点和错误，
达到教育人提高人的目的； 辅导员要懂得运用道德的力量去

感化人，要提倡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要多进行这方

面的教育工作，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 二是以理服

人。 作为一名优秀的辅导员，要善于摆事实、讲道理，善于运

用 理 论 的 说 服 力 联 系 实 际 地 深 入 浅 出 地 生 动 有 趣 地 向 学 生

灌输。 严禁生搬硬套，硬性灌输。 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师生之

间 往 往 存 在 着 一 种 隔 膜 ，学 生 惧 怕 老 师 ，躲 着 老 师 ，怕 受 批

评，在老师面前伪装自己，拒绝和老师有深入的交流。 当着老

师 的 面 言 听 计 从，生 活 中 却 屡 犯 不 鲜，归 根 到 底 就 是 他 们 的

思 想 观 念 未 转 变，没 有 把 自 己 的 心 打 开，这 样 的 思 想 教 育 是

失败的。 我们做思想教育工作不能只是做表面文章，要用真

理去代替谬论、用正确去代替错误、用先进去代替落后。 而且

讲道理时要坚持用大道理来管小道理， 小道理服从大道理；
不能给学生夸夸其谈，浮于表面，只讲大道理的印象。 要把道

理 讲 到 学 生 的 心 坎 里 去，用 自 己 的 心 去 换 学 生 的 心，使 他 们

心 服 口 服，心 情 舒 畅 去 做 人、做 事、做 学 问，使 他 们 从 心 里 接

纳你。 只有学会和掌握思想政治工作的艺术，才能真正做到

以理服人。 三是以情感人。 做思想工作的人，感情要丰富，要

体 会 学 生 的 情 感 变 化，学 会 换 位 思 考，及 时 融 入 不 同 学 生 不

同的感情世界中，这就要求我们要关心学生，帮助学生。 学校

工作和班级工作的开展要靠每位学生的努力来实现，但每个

人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在学习或生活上难免会遇到这样或

那 样 的 困 难，其 中 有 的 是 自 己 难 以 解 决 的，年 龄 的 不 成 熟 使

他们处理问题时缺乏理性思考，带来不必要的伤害。 教育工

作者如果对此漠不关心，势必会使学生在学习生活中产生消

极情绪。 因此，必须做到时时、处处关心学生，尽力为学生解

决各种问题，肯定他们的价值，塑造他们的自信心。 一个优秀

的思想教育工作者， 他的学生在他面前应该是畅所欲言、没

有 任 何 伪 装 的，学 生 能 把 自 己 的 隐 私 坦 然 说 出，证 明 思 想 工

作做到了家，我们替他（她）保密的同时，应感到欣慰。 同时，
“对症下药”，帮其转化，促其进步。 此外，处事公道正派，以身

作则，率先垂范，善于创新同样重要。
三、结语

在 理 论 与 实 践 中，将“周 恩 来 精 神”中 的“勤 业、敬 业、精

业、和业”精神与辅导员队伍建设相结合，不断总结、提高、应

用，对加强高校的辅导员队伍建设必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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