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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培养青年学子的摇篮，70年来，内蒙古各高校校园装满了一届又
一届毕业生的记忆，与母校缠绵厮守的是他们的青春和梦想。校园在时
光的柔线里变得更美也更深沉。70年来，初心不改，使命无悔——培养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时光的镜头里在时光的镜头里，，你永远是最美风景你永远是最美风景
□内蒙古日报社融媒体记者
白宇 尤北红 蒙古乐 丁宁

校门，就像是一扇“家门”，初见
时刻，当满脸青涩的你站在它面前
时，让你归属感满满。校门里，有鲁
迅眼里对学生一视同仁的藤野先生，
有让冰心永远忘不掉的T女士……
那些“私人订制”的专属片段，是每个
人对母校的独特记忆。

今年，内蒙古师范大学赛罕校区
南门正式启用，细节设计精巧，每一
处都独具匠心。从外面看，校门像一
本书，也像一双张开的臂膀，展现着
学校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气质，表
达出包容多元文化的博大情怀。跨
进去，校门又变成了一对展翅欲飞的
雄鹰翅膀，让每一位学子在这里插上
梦想的翅膀。这座校门由内蒙古师
范大学国际设计艺术学院的教师团
队设计，设计人之一屈勇说，校门设
计包含了很多民族元素，有各民族大
团结的美好寓意。最具代表性的是

“内蒙古师范大学”字样正上方雕刻
的蒙古族勋章图纹，图纹的设计灵感
取自蒙古马马鞍传统形象，体现了学
校对莘莘学子的期望与厚爱。

“看看老校门，再看看新校门，让
我想起当年那些艰苦难忘的执教岁
月，让我想起第一次踏上讲台的紧张
心情，让我想起学生第一次叫我‘老
师’时的喜悦……”谈到校门，内蒙古
师范大学离退休教职工工作处党委
委员、老年书画协会会长邢梦麟感慨
万千。邢梦麟今年75岁，他说，东门
是旧校门，正对文史楼，学校几次大
型修缮都刻意保护了原始的建筑风
格，满满的年代感和文化痕迹别有一
番韵味。南门正对着图书馆，造型方
面创意十足，寓意深厚，每一个站在
这里的师大人都会有强烈的自豪感，
为的是学校厚重的历史和快速发展
的脚步。从东门走到南门，短短几分
钟的路，邢梦麟说得最多的就是“时
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他准备画几
幅写生作品，画出老校门到新校门的
景色，用笔记录下这“进步”、这“发
展”。

“我的一生都和内蒙古财经大学
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内蒙古财经
大学图书馆副馆长董和生说，“从没
有独立图书馆到有独立图书馆，再到
现代化的图书馆；从纸笔办工到计算
机办公、再到网络信息系统平台办
公，从简单的图书借阅到学科服务，
我亲身经历并见证了内蒙古财经大
学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

1980年，董和生考入内蒙古财
经学院（现内蒙古财经大学）工业经
济专业。据他回忆，当时学校的图书
馆设置在教学楼内，面积只有5个教
室大小，借书人需要先按照书名、作
者或分类找到书籍对应的目录卡，抄
写到索书条上，由图书馆工作人员找

到相应书籍后再交到借书人手中。
这对借阅者和图书馆工作人员来说
都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这套借阅
方式使用了几十年。1984年，董和
生大学毕业后进入内蒙古财经学院
图书馆工作。同年，内蒙古财经学院
图书馆（现内蒙古财经大学东区图书
馆）投入使用。东区图书馆共3层，
使用面积4700多平方米。随着硬件
条件的升级，图书馆馆藏书籍倍增，
先后增设电子阅览室、报刊阅览室、
自习室等，功能日渐丰富。2010年，
内蒙古财经大学西区图书馆投入使
用，西区图书馆使用面积为27000多
平方米，馆内配有会议室、展览厅、书
吧等服务设施，阅览座位3700余个，
设有电子阅览室、单间学术研讨室、
多功能报告厅等，可举办讲座、培训、
展览、学术交流、读者沙龙等活动。

2013年，内蒙古财经大学图书
馆加强内涵建设，对馆内软硬件条件
进行了升级改造，成为自治区第一家
高校数字图书馆，馆内阅览区增设电
子阅读设备，读者可以随时借阅图
书、进行电子阅览，实现了“传统阅
读”与“数字阅读”的无缝衔接。近年
来，图书馆连续开展了读书宣传月、

“你选书我买单”等线上线下活动。
草原丝绸之路文库、特藏文库等重点
打造的特色项目为校园文化、学科建
设增光添彩。董和生介绍，内蒙古财
经大学智慧图书馆信息平台即将上
线，今后将依托大数据更高效地为全
校师生的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服务。

都说老建筑是会说话的历史，每
一块砖、每一面墙、每一棵树木都留存
着岁月的痕迹。在内蒙古工业大学的
校园里就有一座这样的老建筑，静静
矗立，诉说岁月更迭中的奋斗故事。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馆始建于
上世纪60年代，曾经是一个铸工车
间，在学院的历史上扮演着实践教学
场馆的角色。对于一些老工大人来
说，在这个车间里挑灯夜战、指导学
生实践的场景还历历在目。因为产
业结构调整，昔日热闹的它逐渐“安
静”下来。2008年内蒙古工业大学
对其进行改造，如今这里成为内蒙古
工业大学建筑学院的建筑馆，这栋一
度被人遗忘的老建筑又热闹了起来。

建筑馆的改造充分利用旧厂房
的功能和空间，布局恰到好处。屋顶
接近天窗的上部空间被改造成天然
的美术教室；厂房东南角阳光充足,
设立了图书阅览室；南部的独立车间
宽敞平展，改造成了报告厅。“重获新
生”的建筑馆变成了一个集教学、展
览、实验为一体的多功能新场馆。第
十九届亚洲建筑协会建筑奖保护与
改造类金奖、全国优秀工程勘察设计
行业奖一等奖、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
金奖、中国国际室内设计双年展金
奖、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勘察设计奖一
等奖……这一座凝聚工大人智慧的
建筑得到了广泛认可。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副教
授范桂芳今年54岁，她参与了这栋
老建筑改造的整个过程。她说：“这
里不但记载着工大的历史，也展现了

工大的辉煌，是个化腐朽为神奇的地
方。”它重获新生的盎然生命力让走
进它的人总能有不一样的感受。红
色的墙砖、青色的地面，这些时光印
记与极具现代气息的装修风格相得
益彰，令人啧啧称奇。这座老建筑已
经成为内蒙古工业大学的一种情怀，
一处新地标，一个“打卡”圣地。

“这张毕业照可有点年头了。
看，那时候的我还有一头茂密的头
发！”乌力其尔指着书柜里的一张老
照片，思绪回到了30多年前。1983
年 7月的一天，在内蒙古大学主楼
前，蒙古语言文学系蒙古语言文学
专业的师生迎来了大学生活中最难
忘的时刻——拍毕业照，乌力其尔
就在其中。“那个年代，拍张毕业照
可有不少讲究，穿着要得体，‘的确
良’衬衣、军绿色或黑色衣裤是标
配；表情要严肃，拍照时要抬头挺
胸、目视前方。这张毕业照是我们
在大学校园里最后一次隆重的相
聚。”说起当时的情景，乌力其尔感
慨颇多。多年后，乌力其尔还和一
些同学保持着联络。“大家现在过得
都挺好，回头想想，当时的生活虽然
没有现在这样五彩斑斓，但我们都
对未来充满期待。”乌力其尔说。对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而言，那张黑白
的毕业照见证着他们“怀揣梦想、笃
定前行”的人生路。

时钟拨到2019年，同样是郁
郁葱葱的校园，同样是离别的七月，
同样是毕业照，如今它变得色彩斑
斓，充满个性。毕业照上的主人公名
叫周妍，是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
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2019届研究生
毕业生。照片上的她穿着一身笔挺
的硕士服，脸上洋溢着灿烂笑容。周
妍说：“今年，我结束了在内蒙古师范
大学的六年学习生涯。拍毕业照时，
大家都打扮得精致用心，把最美、最
自信的一面展现出来。虽说免不了
伤感，但现在通讯发达，可以随时打
电话、发微信问候彼此，可以坐火车、
飞机见面，我们之间的感情并不会就
此隔断。毕业照并不是结束，未来，
我们还会和照片上一样肩并肩、手挽
手。”毕业不久，周妍考上了呼和浩特
市某事业单位，“走出校园、走进社
会，现在我已经慢慢褪去稚气，在工
作中学习新知识，每天都干劲儿满
满。未来，我会继续脚踏实地、努力
前行。”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毕业照记录着学生的成长，也记
录着时代的变迁。改革开放40多年
来，内蒙古各高校累计为国家和自治
区培养了200多万名大学生。如果
把每个人的毕业照组合起来，不就是
北疆大学生奋发图强、描摹未来的照
片墙吗！

（图片除署名外由内蒙古师范大
学、内蒙古财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
工业大学提供）

内蒙古师范大学南门今年正式启用。

内蒙古师范大学的老校门。

内蒙古财经大学图书馆。 李瀚晟 摄

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馆原貌。

改造后的内蒙古工业大学建筑馆有了新功能。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言文学系蒙古语言文学
专业1979级毕业照。

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
专业2019届研究生毕业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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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大学主楼初建时的面貌内蒙古大学主楼初建时的面貌。。

1981年内蒙古财经学院图书馆部分馆员合影。

校门：
迈进这道“门槛”，
你就是最美追梦人

图书馆：
变迁的是场地桌椅
不变的是育人初心

建筑馆：
红砖绿瓦讲述
“涅槃重生”的故事

毕业照：
黑白色写满回忆
五彩色描摹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