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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启航，从《平顶山日报》开

始。我的人生之路与这张报纸密不可

分。”6月 14日，今年 55岁的鲁山县融媒

体中心记者张朝岑说。

1967年，张朝岑出生在大山深处的

鲁山县尧山镇，少年时上山背过坑木、

抬过石头、做过砖瓦。艰难的生活经历

让他对农村有着深刻体验。在繁重的

劳作之余，他发奋自学，成了远近闻名

的农民通讯员。

1994 年，张朝岑采写的稿件《宁肯

吃苦挖荒山 不占集体一寸田》在《平顶

山日报》发表，当年获得全国地市州盟

报好新闻二等奖。29岁时，他被推荐到

鲁山县原广播电视局当记者。

“我要到贵州去，扯下那最干净的

白云，擦拭快要生锈的灵魂。”张朝岑在

他的散文《追寻高原的白云》里写下了

自己的初衷。

2004年的一天，张朝岑在报纸上看

到在贵州支教的大学生徐本禹的事迹，

被深深打动了。后来，他又看到河南女

孩王东灵到贵州深山支教的故事，再一

次被志愿者的精神所感动。于是，他决

定到那里去看看。

2005年春天，张朝岑自费到贵州大

山深处考察。他走遍了贵州 12 个贫困

山区县，走访了 45 名青年志愿者，与每

个人的接触都在张朝岑心灵深处引起

极大震动。

2006 年 9 月，在贵州省大方县采访

时，张朝岑发现那里人畜用水异常困

难，就拿出 44000 元稿费帮助大方县达

溪镇大湾村建起 55座水窖。

在他的精神感召下，河南各界纷纷

加入捐建活动。截至 2016年活动结束，

张朝岑 21次赴贵州，带动 6 万多河南各

界人士捐款近 200万元，为大方县达溪、

羊场、核桃等乡镇捐建水窖 1133座。这

些水窖被当地人命名为“河南水窖”。

2006 年 6 月，本报“好人之歌”栏目

以《精神侠客张朝岑》为题，在头版头条

报道了他的事迹。当年 10 月 9 日，本报

头版头条再次报道了他到贵州捐建水

窖的事迹。张朝岑成了众多媒体关注

的新闻人物。

“公元 2006 年 9 月 17 日，河南省鲁

山县广播电视局新闻中心张朝岑记者

不远千里来到大湾，出资 2.4万元建起水

窖 30座。接下来的几年，张朝岑又召集

社会各界筹资 10多万元，在大湾建起水

窖 167座，解决了 170多户 700多人的吃

水困难……”贵州省大方县达溪镇海拔

1000 多米的苗寨大湾村村头立起一座

石碑，碑文上如是写道。

“在外打拼的鲁山人有 30 万，这是

极其丰厚的人才资源，怎样把故乡的关

心与关怀传递到鲁山老乡们的心田上，

激发他们热爱家乡、关心家乡、支持家

乡、建设家乡的热情？”张朝岑一直在思

索。

2015 年，在张朝岑的推动下，鲁山

电视台创办了“天南地北鲁山人”栏目，

栏目组奔赴全国各地采访鲁山人在外

奋斗创业的故事。

为了做节目，他带着栏目组每年三

分之二的时间在外地采访，截至目前共

采访鲁山籍在外人士近千人，播出节目

286 期。通过采访拉近情感，56 位企业

家受到感召返乡创业。

2020 年，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

张朝岑努力奔走，各界人士通过他捐赠

口罩 9万余只、消毒液 5吨，捐款 80余万

元，其他物品价值 45 万元，并带动众多

人士为家乡捐款捐物。

从 1999年开始，张朝岑就在鲁山县

从事公益扶贫活动。23年来，他坚持不

懈，牵线搭桥，资助困难学生近千人，每

年高考录取工作结束后，走访、资助困

难学生成了他的常态化工作。

2008年南方发生冰雪灾害，张朝岑

只身一人深入灾区救灾。在重灾区湖

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田心乡，看到一个贫

困村的学校教室被冰雪压倒，他主动捐

款 5000 元，并发动爱心人士捐款 22 万

元，帮助重建学校。汶川地震后，他联

合平顶山市志愿者协会，招募 12名心理

学专家赶赴灾区开展心理援救等活动，

坚守 20余天。雅安地震后，他深入重灾

区，把最真实的受灾情况传回后方，使

部分河南救灾物资准确及时地送到最

需要的地方。

2007 年，张朝岑被评为全国优秀

新闻工作者；2011 年，获得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2015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

者……

“我始终心怀感恩，给自己定下了

‘既要做好记者，又要做好人’的人生信

条，在职业的道路上义无反顾地承担起

社会责任，让公益理想开花结果。”张朝

岑说。

（本报记者 常洪涛）

（图片由张朝岑提供）

张朝岑：永远在路上的精神侠客

◉1977 年 8月平顶山师范学校

附设大专班。

◉1984 年，在平顶山师范学校

大专班基础上建立的平顶山师范

专科学校，成为我市历史上第一

所全日制普通高校。

◉1992 年，平顶山师范专科学

校更名为平顶山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

◉1993 年，武汉城市建设学院

河南分院更名为河南城建高等专

科学校。

◉1996 年，在平顶山广播电视

大学（简称“电大”）的基础上，兴

建河南省质量工程学校。

◉2001 年，平顶山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成立。

◉2002 年，教育部批准设立平

顶山工学院，改变了我市没有本

科院校的历史。

◉2003 年，以“电大”和河南省

质量工程学校为基础成立河南质

量工程职业学院。

◉2004 年，经教育部批准平顶

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升格为本科

院校，更名为平顶山学院。

◉2017 年，河南城建学院获得

留学生招生资格并实现招生。

◉2018 年，平顶山教育学院更

名为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 2021 年，河南城建学院、平

顶山学院获批河南省硕士学位授

予重点立项建设单位。

1984 年 5 月，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

准，在平顶山师范学校大专班的基础上，

平顶山师范专科学校成立。这是我市历

史上第一所全日制普通高校。

近 40 年来，我市高等教育从零起

步，由一所到多所，由专科到本科，由名

不见经传到全省排名靠前，以跳跃式发

展实现了从量的扩张到质的飞跃，在鹰

城大地绘就了高等教育改革的发展蓝

图。

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实现了从精英

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对我市经济社

会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提升了城

市的文化品位和软实力。

集资兴建开先河

“1957 年 3月平顶山建市，1959 年 10

月平顶山师范学校成立。1977 年 8 月，

平顶山师范学校附设师范大专班。”今年

83岁的苗百顺是原平顶山师范学校副校

长，1978年调至平顶山师范学校任教，是

我市高等教育的直接参与者与见证人。

平顶山师范学校首届大专班仅设中

文 、数 学 两 个 专 业 ，招 收 学 生 100 名 。

1978年，78级大专班增设物理、化学、英

语专业。作为当时为数不多的本科毕业

生，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的苗百

顺担起了大专班数学、物理专业的授课

任务。他每天骑着一辆旧自行车在园丁

路和开源路两个校区来回奔波，时常忙

得连喝杯水的工夫都没有。

当时，全市各学校师资紧缺，急需筹

建一所师范专科学校。1984 年 5 月，省

政府批准在平顶山师范学校大专班的基

础上建立平顶山师范专科学校。很快，

全市各大企业行动起来，自发捐资助

学。一矿、江河机械厂、平顶山化肥厂、

宝丰玻璃厂、市自来水公司等众多企业

积极捐款，短短几个月便筹资 300 多万

元。1985 年 10 月 3 日，平顶山师专首期

工程竣工。

集资建成的平顶山师专在全省教育

事业中开了先河，得到省教育厅的称赞。

迈上发展快车道

“1985年春节过后，刚搬到新校区时

各项设施还在建设当中。我们教职工动

手挖电线杆、修路，参与‘三通一平’建

设。”平顶山学院党委副书记田建伟是平

顶山师专的第一届毕业生，毕业后留校

任教，对于教职工参与校园建设的一幕

幕记忆犹新。

在田建伟看来，平顶山师专的建设过

程艰难曲折。但举全市之力兴办的这所

高校，建设和发展速度在全省引发关注。

该校招生规模逐年扩大，毕业生被分配到

全市教育系统，弥补了师资缺口。

上世纪 90年代，我市高等教育迈入

发展快车道，高校资源不断扩容增量。

市教体局高等教育科科长张朝华介绍

说，1993年，武汉城市建设学院河南分院

更名为河南城建高等专科学校。1996

年，在平顶山广播电视大学（以下简称

“电大”）的基础上，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

准，兴建了河南省质量工程学校。2001

年，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成立。

2002 年，教育部批准设立平顶山工

学院，改变了我市没有本科院校的历史。

至此，我市高等教育迈上新台阶，步入发

展的春天。

2003 年，以“电大”和河南省质量工

程学校为基础成立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

院，我市又增加了一所专科院校。

2004 年，在平顶山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基础上建立平顶山学院，由专科升为

本科。2005 年，平顶山学院形成了五年

制专科、二年制专科、三年制专科和四年

制本科教育并存的多层次办学格局。

大学城市相融合

随着社会对高级专门人才需求的快

速增长，到 2000 年之后，我国高等教育

的主流进入本科时代。我市高等教育学

校在扩大办学规模的同时，不断提升办

学层次和办学质量，加强对外交流与合

作办学。

2012 年，河南城建学院通过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跻身全国“就业

50强”。同年，平顶山学院被批准为河南

省博士后研发基地。

2013 年，我市高等院校科学建设与

科研工作不断取得突破：河南城建学

院实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零的突

破；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申报省

级成果奖 19 项，其中 1 项达到国内领先

水平。

“十三五”期间，高校明确地方性应

用型办学定位，实施产教融合，推进转

型发展。高职高专进一步对接企业产

业，合理调整、设置专业。2016 年，河南

理工大学平煤工程技术学院落户平顶

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开启学校举办应

用型本科教育的新篇章。同年，平顶山

学院入选河南省示范性应用技术类型

本科院校，开始坚定不移推进学校转型

发展。

“学科专业建设对接区域产业链、创

新链建设特色优势学科专业群，是应用

型大学扎根地方、服务地方的重要基

础。”平顶山学院院长苏晓红说，学院聚

焦区域产业发展需求，打造特色优势学

科专业群，重点建设“高压智能电气学科

专业群”“尼龙及化工新材料学科专业

群”“陶瓷创意设计学科专业群”，成立全

国第一所“鲲鹏产业学院”，聚焦服务地

方，政产学研联动发展，不断推进应用研

究与创新，为助力中原更加出彩积极贡

献力量。

河南城建学院加强校企、校地合作，

建立大学科技园、产业技术发展研究院，

搭建河南省建设行业大数据中心等创新

服务平台，把自身发展置于鹰城发展的

大环境、大背景之下，在服务城市发展的

同时，实现教育质量的高水平发展。

2017 年，河南城建学院国际化办学

取得里程碑式突破，获得留学生招生资

格并实现招生。平顶山学院“鹰翔众创”

入选省级众创空间，实现省级众创空间

零的突破。

2019 年，河南城建学院通过教育部

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平顶山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被教育部认定为国家优质专

科高等职业院校。

2021年，河南城建学院、平顶山学院

同时获批河南省硕士学位授予重点立项

建设单位。在全省 10所被批准为硕士学

位授予重点立项建设单位的高校当中，

河南城建学院、平顶山学院的评审成绩

分别排在第一名和第二名。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从弱到强，我

市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步入新天地。张朝

华介绍说，截至 2021年，全市（含汝州）高

等院校已增至 7 所，本科院校共有两所

（河南城建学院和平顶山学院），高职高

专院校有 5所（河南质量工程职业学院、

平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平顶山职业

技术学院、平顶山市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和汝州职业技术学院），在校生 110476

人，教职工 5783 人，其中专任教师 4356

人。 （本报记者 邢晓蕊）

（图片由平顶山学院提供）

高等教育“三级跳”大学城市“大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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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朝岑在贵州和村民一起背水

昔日的平顶山师专

今日的平顶山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