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对刘巍进行的采访中，记者发现，
他是一个党性原则很强的人。比如说起
住进学生宿舍，他说当时有个背景是《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讨论辅
导员的职责，他谈到教育部《普通高等学
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谈到思想政治
教育，他提到了2016年的《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

这些内容都熟记在他心中，也指导着
他的行动，可以说他20年如一日地奉献在
辅导员的岗位上，并做出了诸多成绩载誉
加身，除了自身崇高的道德水平和职业素
养外，还有对党的政治理论的吃透理解与
笃实践行。

作为教育部千名辅导员“双巡”活动30
名报告团成员之一，刘巍常年面向学生开展
理论宣讲，开展了“青春告白祖国”“与信仰
对话”等系列主题活动，坚定学生的理想信
念。他组织开展“读经典、温党史——党课
育人工程”，坚持每周讲授党课，带领学生党
员读书一小时。

今年5月4日，一个个时长3分钟的讲
述红色家书的微视频在网络上陆续流传开
来，到6月30日，100封红色家书、100个党
史故事，在网上持续传播，引发广泛关注，
500个高校班级参与互动，20万人次大学
生在线学习，这一段段视频的策划者之一正
是刘巍。他联合发起了辽宁高校辅导员“信
仰·回响”红色家书接力讲述活动，最美高校
辅导员、全国辅导员年度人物等106名高校
辅导员参与其中。

被问到坚守在辅导员岗位上的感受时，
他的答案是“培养学生成长成才，满足感和
成就感会爆发小宇宙。”

刘巍说：“2005年我从教学岗位走向辅
导员岗位，两个岗位都是教书育人。但相对
而言，我更喜欢辅导员。因为你用心将学生
培养成才，一个一个送到社会，你的满足感
和成就感会爆棚，就会爆发小宇宙。同时，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不仅是共产党人‘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使命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也是我们辅
导员价值引领的重要性所在。”

培养学生成长成才
满足感和成就感会爆发小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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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学生戒网瘾住进学生宿舍
“我带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

今年是刘巍从教生涯的第 20个年头，在他
看来，辅导员工作繁琐复杂，时常没日没夜，不
仅要做到“认真”，有时甚至要“较真”。

“我带的学生，一个都不能少！”他回忆，
那是在 2005 年，他的一名学生上网成瘾，一度
产生辍学的念头，家长都心灰意冷。但刘巍
没有放弃，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夹起
铺盖卷，搬进学生寝室，和学生同吃同住，下
班后一起上自习，陪同学生学习成了他的业
余生活。学生被老师这样的行为感动了，戒
掉了网瘾，顺利毕业。离校时，学生哭着讲
道：“是您用如师如兄的陪伴和鼓励让我看到
了希望。”此后，学生寝室里多了一位始终坚
守在第一线的辅导员老师，这一住，就是五
年。

大学生已是成年人，真的需要老师这样
“贴身”的教导吗？面对记者的疑问，刘巍说：
“当时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电脑
游戏刚刚兴起，学生出现了夜不归寝，网吧包
宿打游戏，学习成绩尤其是男生出现断崖式下
滑的现象，我主动申请入住的寝室。二是 2004
年的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精神，学校
建议辅导员进寝室进课堂开展思想政治工
作。”

刘巍谈到，辅导员的职责包含很多方面，除
了学生日常事务管理之外，还包括思想理论教
育和价值引领、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思想政治教
育等。当时一些学生上网影响学习，需要老师
帮助指导。

“我就采用了一种比较‘笨’的方式，严防死
守，像带自家孩子一样，‘散着带’和‘看得紧’肯
定不一样。学生不去上网了，就会有更多时间
上自习，学风教育也变好了，那几年考研率直接
达到了40%以上。”

刘巍老师的“严”在学校都是出了名的，“最
开始有的学生不理解，但几年之后我会收到学
生短信，说感谢您当时的‘严厉’现在才体会对
我们成长帮助有多大。 ”

让出婚房做学生的隔离病房
“我只是做了辅导员该做的事”

2009年10月甲流疫情期间，一名青海籍的
女生突有发热症状，到医院就诊后，医生建议校
外隔离治疗，防止交叉传染。他同爱人商量，让
妻子到亲戚家住，自己住到办公室，让学生住在
自己的婚房里。在防治甲流的几个月里，他刚
装好不到一年的新房，成了发热学生隔离的住
所。

这件事情一出，有人在背后说他是“傻
子”，也有人背地里说他想“挣表现”。其实刘
巍想说：“我不傻，也不是想演给谁看，学生在
外求学不易，我只是做了一个辅导员该做的
事。”

刘巍夫妻都是辽大的老师，两人有着共
同的职业追求，刘巍做辅导员加班加点工作
的时候，他的爱人也在科研项目上加班。“所

以她特别能够理解我的做法，当年那种情况，
既然家里能腾出地方来，那学生就不用去住
宾馆了。我和我爱人都没觉得这个事情有那
么伟大，就是很顺理成章的，人之常情。当年
我的老师就是这么带的我们，上学的时候我
们也经常到老师家‘蹭饭’。如果我的老师遇
到这种情况，他也会这样做的，这是一个师道
的传承。”

家访13年10万公里行程
“家访是行走在路上的幸福！”

多年来，刘巍坚持每年寒暑假期赴全国各
地开展家访活动。

他曾为护送 30 余位学生平安返乡而远
赴新疆；他曾奔赴青藏高原开展家访活动，
克服山路崎岖及高原反应，行程万余公里，
走访了 20 多个学生家庭；他为挽救欲轻生学
生，远赴边境乡村，亲身实地了解情况，研究
制定详细培养方案……他牺牲休息时间，把

“问题”学生放在心中，行程十余万公里，新
藏蒙、云贵川、晋陕甘、辽吉黑，他的足迹遍
布全国各地。

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去这些学生家里做
家访？ 他说：做辅导员要进课堂进寝室，在
与同学交流过程中会发现有的孩子是有“问
题”的。“比如说厌学、社交能力差、抗压能力
不强等，如果发现解决不了，我们就要去找
到合适的方法。每个学生都是一把锁，你需
要找到对应解决问题的钥匙，如果在学校找
不到，我会选择去家访，了解家庭情况、受教
育背景、学生个性等信息，汇总成大数据，分
析 后 就 可 以 找 对 钥 匙 ，有 针 对 性 地 开 展 教
育。”

到学生家走一趟就一定能解决问题吗？
刘巍说这是一个误区，作为辅导员，不能等学
生出现严重问题了再去治疗，遇事情当“救火
队员”是不可取的，一定要在发现苗头时就介
入。

“到学生家走一趟，也不一定就能了解全
部症结所在。家访的意义在于，有的孩子家庭
贫困或者单亲家庭，在学校他不愿意透露这些
隐私，但你去家访，他知道老师了解我的情况
和难处了，回到学校后，他发现老师没有说出
去，而且对自己更好了，他就会信任老师，跟老
师成为知心朋友。孩子成长中家庭教育缺失
的部分由老师弥补上了。这样孩子有什么心
事第一个就会想到找老师帮忙，我就能在问题
之初把事情化解。”

13年十余万公里的行程，也绝不是一帆风
顺的。

刘巍坦言，这些年家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
不少。“比如 2012年去青藏高原的家访，当时租
的车辆刹车片失灵，幸好开上缓冲坡，与死亡
擦肩而过；2015年去贵州家访，临近春节，买不
到直接回家的票，大年三十凌晨司机把我放在
沈阳高速公路上，我徒步走了一个小时才看见
有人家。”而且刘巍大部分的家访都是利用寒
暑假期自费进行的。“但相对于将学生一个个
培养成材的幸福感，这些挫折和困难显得那么
渺小。”

总之，刘巍感叹：“家访是行走在路上的幸
福！”

辽沈晚报记者 闫柳

全国仅10人 辽宁大学刘巍获评2021年“最美高校辅导员”称号

13年10万公里 他走遍全国做家访
学生上网成瘾，他搬进学生宿舍陪同学习；行程十万公里，他坚持13年去做家访；学生需要校外隔离，他把婚房让

了出来……
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亲生女儿，一个是朝夕相处的学生，他偏心地将大爱奉献给这群“孩子们”。从教 20

年来，他早已忘记帮助过多少学生，但学生不会忘记。
日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近日联合发布2021年“最美高校辅导员”“最美大学生”先进事迹。全国 10

名高校辅导员被评为2021年“最美高校辅导员”。辽宁大学化学院辅导员刘巍获此殊荣。
12 月 10 日，一个冬日暖阳的下午，记者与刘巍老师约在辽宁大学进行了采访，听他讲述这些感人事迹背后

的故事。

今年已经是刘巍参加工作的第二十个年头。 辽沈晚报记者 查金辉 摄

刘巍（前排左一）家访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地。 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