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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大潮风起云涌，为振兴中华培养建设人才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时任江苏省60余所部、省属大学的团委书记，在共青团江苏省委和高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以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以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为目标，以“学雷锋，创三好”
、“立志、勤学、实践、成才”、“五讲四美三热爱”、“开辟第二课堂，培养综合素质，提高创新
能力”、“大学生‘百点播火’社会实践”等活动为抓手，团结拼搏、勤奋工作、开拓进取，带领全
省数百万青年大学生“受教育，做贡献，长才干”，取得了累累硕果，江苏省团学工作多次受到团中
央、教育部和省委、省政府的表彰。
    三十多年来，这些当年跨世纪的新一辈，经过高校共青团和青年学生工作的锻炼，参与了中国高等
教育事业的改革、发展与建设。
他们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热爱教育、忠于职守、担当责任，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出一大
批优秀人才；自强不息、不断进取、追求卓越，许多同志都已成长为大学党委书记、校长，不少同志
成为卓有建树的教授、专家，为科教兴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自90年代开始，他们每年相聚一次，交流体会，研讨工作，展望未来，相互勉励。
共同的事业使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的追求让他们为建设高等教育强省、振兴中华奉献终生。
熊仁民同志是这个团队中杰出的代表之一。
    我与熊仁民同志相识于1985年，当时我是江苏省团省委书记，熊仁民同志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
学)团委书记调任团省委常委、学校部部长兼省学联秘书长。
我们在一起共事五年，我对他最深的印象是：“热爱青年工作，工作积极主动，为人热情正直，在全
省高校团委书记中享有较高威信。
”1986年暑期，熊仁民同志以团省委、省学联名义发起、带领全省高校团委、学生会共同组织十万多
大学生奔赴乡村、工厂的几百个点，开展“百点播火”社会实践活动，传播科技火种、了解国情，使
学生们经受锻炼、增长才干，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
江苏省委书记沈达人同志在听取活动情况汇报后，高度评价说：“‘百点播火’活动是个创造，是高
校共青团工作的创造，也是大学教育改革中培养社会需要的高素质人才的创造。
”中宣部、国家教委、团中央授予江苏省全国高校“优秀社会实践活动成果奖”。
在全国学联代表大会上，熊仁民同志代表江苏省学联作了经验介绍。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青年报》、《新华日报》、中央电视台等30
多个新闻媒体系列报道了江苏省大学生“百点播火”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
时任团中央书记、全国学联秘书长李克强同志评价说：“江苏省高校共青团和省学联工作是全国的先
进旗帜。
”1986年10月，团中央书记处给江苏团省委签发了一封嘉奖通报。
团中央高度肯定了江苏省的工作经验，并向全国进行了推广，对江苏的团学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鼓励
和推进作用。
    我与熊仁民同志1989年后分别离开团省委，服从组织安排，在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多年来一直保持
联系，相互交流勉励。
熊仁民同志1953年出生于盐阜老区，是“铁军”新四军将士的后代。
他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从小受党和老区人民的哺育，立下了为振兴中华奋斗终身的志向。
他从15岁响应国家号召到农村插队劳动开始，到60岁退出工作岗位，45年如一目，继承中华民族子孙
的优秀传统，“自强不息，担当责任，追求卓越”，在不同的学习、工作岗位上都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17岁进工厂做木模工，从学徒到师傅，七年成为“技术革新能手”和工人技术员。
25岁参加恢复高考招生后的第一次高考，录取为南京工学院自动控制专业学生，四年刻苦学习，成为
院“三好学生标兵”、省“三好学生”。
30岁担任大学团委书记，三年勤奋工作，其所在校团委被评为省“红旗团委”。
32岁担任团省委学校部长、省学联秘书长，六年开拓创新，被团中央、全国学联树为全国先进。
38岁服从组织安排到金融系统工作，40岁担任大学党委书记，二十年来先后任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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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京审计学院党委书记，团结带领两校教职员工“忠诚教育事业，艰苦奋斗创业，深化改革创新，
创建特色名校”。
如今这两所大学培养出的4万多名大学生，大多数都已成长为国家经济建设各条战线的骨干，全国审
计系统的大批高管、企事业单位的经济监管人才、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业务骨干和江苏省省级
银行的30多位正、副行长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20儿年，国家审计署党组充分肯定南京审计学院近几年来取得的跨越式发展，认为这所全国唯一以
审计命名的大学，已成为全国审计人才培养的基地和世界审计学术研讨中心。
根据国家审计事业发展的需要，审计署邀请教育部、财政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共签了“三部一省共建
南京审计学院”协议，明确提出共同支持南审建成高水平特色名校，将南审作为国家高等教育改革的
试点，一期工程已投资5亿元在南审建立审计干部教育学院，还将支持南审建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引进国内外高层次人才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建设国际审计学术研讨中心。
这是对南京审计学院办学的肯定和支持，也是对以熊仁民为代表的终身奉献于教育事业的“人类灵魂
工程师”们的肯定和赞赏。
    人的一生学习、工作的年限是短暂的，工作分工和岗位也各有不同，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时代，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自强不息、担当责任、追求卓越的共同目标是永恒的。
看了熊仁民同志的自传稿，有感而发。
是为序。
    黄树贤    201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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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追求：熊仁民传略》人的一生学习、工作的年限是短暂的，工作分工和岗位也各有不同，但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以振兴中华为己任，自强不息、担当责任、追求卓越的共同目
标是永恒的。
《追求：熊仁民传略》适合传记文学爱好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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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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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追求>>

章节摘录

一、故乡和我的父母    我的故乡在中国江苏省盐城市城区。
盐城地处长江中下游盐阜平原腹部，串场河、通榆河纵横其间，通江达海，自古就是国家产盐运营的
枢纽。
由于位于海防前线，因此盐城历来为苏北的军事重镇。
早在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即在此建立盐渎县。
至411年，东晋安帝时期更名为盐城县，以“环城皆盐场”而得名。
南宋时出了忠诚为国的丞相陆秀夫，闻名全国。
    我的父亲熊涵东，1929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城区，是兄妹七人中的老大。
祖父熊辅舟靠与别人合伙开米行糊口，但家里人口众多，家境十分贫寒，只能勉强供我父亲一人读了
几年书。
读到小学快毕业的时候，抗日战争爆发，全家唯一有机会上学的父亲也被迫失学。
1945年，在盐阜解放区全民抗战的感召下，16岁的父亲毅然从军，成为“铁军”新四军的一名战士。
    “铁军”前身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为“叶挺独立团”。
1926年1月，“叶挺独立团”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由中国共产
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
北伐战争中，“独立团”在叶挺团长的率领下率先从广东出发，首战碌田，长驱醴陵，力克平江，直
人中伙铺，奇袭汀泗桥，大战贺胜桥，攻占武昌城，所向披靡，立下了赫赫战功。
攻占武昌后，由于“叶挺独立团”英勇善战，不怕牺牲，战功卓著，因此，1927年1月，这个团所在的
第四军荣获人民群众赠送的“铁军”盾，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
    1937年，日本军国主义全面发动了侵华战争。
为抵御侵略，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为代表的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第二次合作，建立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与中国国民党发布了《国共合作宣言》。
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司令；10月，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民族
战争的江南八省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第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即“新四
军”)，叶挺任军长。
从此，在叶挺军长的带领下，新四军重振“铁军”雄风，浴血奋战大江南北，屡建奇功，震惊中外，
建立了皖南、苏北、茅山等一批根据地、解放区，形成全民抗战的新格局。
    1941年，国民党中的反动派为一己私利不顾民族大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9000余名新四军将士在皖南被围，除约2000人突围外，大部分被俘或牺牲。
叶挺军长被俘(后英勇牺牲)，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阵亡，副军长项英被叛徒杀害。
消息传来，全民愤慨。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在苏北解放区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
    军部重建后，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
后经盐城人民公议，将盐城县更名为“叶挺县”，以纪念叶挺将军和牺牲的新四军将士。
此后，党中央又相继决定在盐城成立中共中央华中局、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华中党校、抗大五分校
、鲁艺华中分院、江淮银行等组织机构，与党中央、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延安遥相呼应，盐城迅速成为
华中敌后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时有“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盐城”之说。
    新四军继承并弘扬“铁军”精神，以盐城为中心，发动群众，壮大武装，浴血抗战，创造了黄桥大
捷、益林大捷、苏中“七战七捷”等一个又一个战争奇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那时有一首广为传唱的《东进序曲》之《新四军军歌》：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  
 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殊勋。
    千百次抗争，风雪饥寒；    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
    获得丰富的战斗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
争！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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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进，东进！
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这首歌以坚毅、果敢的气魄鲜明地反映和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决心、热情，体现了新四军全
体将士“听党指挥，忠于人民，坚贞不渝的铁的信念；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百折不挠的铁的意志；
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牢不可破的铁的团结；令行禁止，执纪严明，秋毫无犯的铁的纪律；勇猛顽强
，英勇善战，所向无敌的铁的作风”的“铁军”精神。
    在盐阜老区人民中流传着一段关于“黄桥烧饼”的佳话。
1940年，陈毅、粟裕指挥的黄桥战役打响后，新四军将士日夜坚持战斗，甚至几天吃不上一顿饱饭。
为慰劳前线将士，黄桥镇老百姓用12个农磨坊、60只烧饼炉，日夜赶做，冒着枪林弹雨，将一筐筐、
一篮篮烧饼送上前沿阵地，解决了新四军6000将士火线用餐之虞，谱写了一曲军爱民、民拥军的壮丽
凯歌。
黄桥战役是新四军建军史上一次以少胜多的辉煌战役，“黄桥烧饼”也因这“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
章而名扬天下。
时隔三十余年之后，1975年5月，粟裕将军重返黄桥，黄桥人民仍用黄桥烧饼盛情款待他，他手捧烧饼
，激动地勉励大家说：“从黄桥烧饼我们看到了军民的鱼水深情，我们要继续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
大光荣。
”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和平，发动内战，“铁军”新四军改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野战军”，在孟良崮战役中消灭了国民党王牌军74师，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解放战争中立下多次
奇功，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立下赫赫战功。
    父亲从军时，盐城正是新四军的军部，他参加了苏北抗战、涟水保卫战、孟良崮战役和淮海战役等
多场战役，多次立功受奖。
1949年，父亲因战负伤，一只耳朵被炸聋，成了三等甲级残废军人。
但父亲总是告诉我们，他是幸运的生存者，因为当年和他一起从家乡盐城镇参军的数十名热血青年，
只有他一个人活着回来。
    经历过战争洗礼的父亲，对“铁军”新四军、对曾经并肩战斗却只能留尸疆场的亲密战友们有说不
完、道不尽的复杂情感。
父亲转业回盐城工作后，曾先后就职于地方卫生、宣传、文博等单位，1989年从盐城博物馆馆长任上
离职休养。
离休后，他又受聘为新四军研究会会员，盐城师范学院新四军学会研究员、兼职教授。
    P6-8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追求>>

后记

人生有限，事业无限，悠悠万事，追求事业为第一。
将有限的人生用在对人类文明与社会发展有益的事业追求中，才能使短暂生命的意义得以扩展、延伸
与传承。
我从15岁初中毕业到农村插队劳动开始，先后做过插队知青、工人、技术员、大学讲师、共青团干部
、银行管理者、大学副教授、大学领导等。
回顾四十五年的工作经历，我深深感到，人的一生有多种职业选择，有的职业可以获得很高的收入，
有的职业可以得到很多的享受，有的职业可以谋得很高的官位。
但是，我认为从事教育工作是世间最光荣、最神圣的职业。
作为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培养出超越自己的学生是对社会发展作出的最大贡献。
作为教育工作者，从事着传承人类文明，培养未来建设者，培育建设现代化国家、服务人民、振兴中
华事业接班人的工作是最大的光荣。
作为高校教育工作者，每天与20岁左右朝气蓬勃的青年学子教学相长，能永远保持年轻的心态，是最
大的幸福。
    我已快满60周岁，受党的培养教育多年，1993年任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2004年任南京
审计学院党委书记，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已经二十年了。
在这二十年中，我曾有几次再到银行和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为了教育事业和学校工作的需要，我放
弃了这些机会。
回顾在学校工作的历程，我认为自己服从组织决定、服从学校事业需要是完全正确的，放弃从政、专
心为神圣的高等教育事业奉献二十年是完全值得、终身无悔的选择。
能有机会和一大批优秀的高等教育同事共同工作，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探索奋斗二十年，在事业中
结下深厚情谊，是我一生中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回顾二十年的大学党委书记经历，我认为，做好大学领导，履行好高校领导干部的职责，必须做到
忠诚事业，牢记使命，担当责任，激情工作，师生为先，廉洁奉公，科学决策，发展第一，自强不息
，开拓进取，不畏艰难，追求卓越。
    在二十年的高等教育工作中，我自己也有很多不尽人意、做得不够之处，临退休前总结出来的体会
与感悟供大家参考。
如能对后人有点滴启示，也算是我这个“铁军”将士与老区人民的后代对南审的最后贡献。
    三十而立。
在党中央、国务院实施的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中，南京审计学院三十年来顺应审计事业的发展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抓住了一系列稍纵即逝的发展机遇，也创造了一些看似不可能的发展机遇，从
专科学校发展到本科学校，从合格本科学校发展到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特色名校”，从一次创业
到二次创业，实现了上层次、上水平的跨越式发展。
南审人创造的激情、忠诚、责任及崇高、卓越、奉献的精神成为学校可持续发展源源不断的动力。
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几代南审人忠诚事业、担当责任、追求卓越、不懈努力的结果，是无数南审人智慧
和汗水的结晶。
我有幸在退休前十年加入南审，与同志们一起发起并参加了二次创业的奋斗，与南审事业结下了终身
之缘。
美丽的审计学院也成为我们历届南审人退休养老的家园。
    南京审计学院建设高水平“特色名校”的伟大事业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我相信，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崇高事业中，在江苏又好又快推
进“两个率先”的伟大征程中，在中国审计充分发挥保障国家经济社会健康运行的“免疫系统”功能
的进程中，在“三部一省”共建的高等教育改革创新中，经过“四大战役”血与火锤炼的当代南审人
和后继者一定会大有作为，将南审建设得更美更好。
    我要感谢哺育我成长的父母、师长和盐阜老区乡亲，感谢多年来一直关心和爱护我的几位老领导、
老首长：原东南大学党委书记刘忠德、原校长管治中和韦珏院士，原江苏省人民银行林振雄行长、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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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春行长、束恒长行长，原江苏省教委陈万年主任等。
此次请老领导、中纪委黄树贤副书记作序，缘于1985年我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团委书记调任团
省委常委、学校部部长兼省学联秘书长时，黄树贤同志是江苏省团省委书记。
在团省委工作期间及其以后多年的工作过程中，黄树贤书记在提高思想认识、提升工作能力诸多方面
给予我关心、指导和帮助，是我一辈子的良师益友。
我要永远感谢在四十五年工作中对我关心帮助过的同事和朋友。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与我共事多年的王树田同志、俞苏同志、李敏同志、孙宏斌同志、强飚同志等
提出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徐波、王妍妍、刘付林、杨飞等同志帮助作了录音整理、文字编辑、图片处
理等工作。
我要特别感谢山东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马银川同志，正是她的热情支持和辛苦工作才使得本书顺利
付梓。
    衷心祝愿我们的南审明天更辉煌！
    熊仁民    2012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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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追求(熊仁民传略)》由南审校办公室编，记述了熊仁民的生平事迹。
熊仁民，生于1953年，江苏盐城人。
1982年毕业于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自动控制专业。
现为南京审计学院党委书记、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副教授。
    长期从事高等教育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在多年的高校工作中，主编了《青年学生学马列指南》等书，撰写并发表了《江苏高校社会实践十年
回顾思考》、《万名大学生思想状况调查报告》、《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办学》、《美国高
等教育考察报告》等论文。
在任团省委学校部部长、省学联秘书长期间，在组织全省十万名大学生开展“百点播火社会实践活动
”中，受到中宣部、国家教委、团中央的联合表彰。
2004年，主持的调研课题《大学生行为管理与思想教育相融合》获江苏省一等奖。
2010年4月，被中国教育协会、教育发展促进会、教育改革论坛组委会联合授予“二十一世纪中国教育
改革创新杰出人物”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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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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