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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办字〔2019〕9号 

关于学习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 

先进事迹的通知 

各院级党委（党总支），党群各部门，各学院、处（室、部、馆）， 

各直附属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 

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师队伍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弘扬高尚师德师风，推进学 

校精神文明建设及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根据省委教育工委《关于 

开展向王雨、 谢盛纹两位同志学习活动的通知》（赣教宣字 〔2019〕 

7 号）文件精神，经学校研究，决定在全校开展向王雨、谢盛纹 

两位同志学习的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中共江西师范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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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真学习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的先进事迹 

王雨，生前系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院长，曾担任江西省高等院校材料联盟主席、中国特种陶瓷 

学会理事、香港物理学会理事、美国材料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学 

会会员等多项学术职务。因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王雨不幸 

于 2018 年 9月 9日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离世，年仅50岁。 

王雨同志至诚报国、敬业奉献，对国家高等教育走向强盛始 

终怀有坚定信念，并以之为己任，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 

业心。 2001年， 他学成后毅然离开美国， 投身祖国教育事业。 2014 

年，他又放弃香港安逸富足的终身职位举家来到南昌大学，以校 

为家、分秒必争，全身心投入到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把时 

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了材料学科建设发展上。他用“生命不止， 

冲锋不息”自勉，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忘我工作。在 

他担任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导、院长后，南昌 

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实现了快速发展。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 

中，王雨同志关心关照每一位新加入学院的年轻人。为了给新引 

进人才腾出位置，他带头把自己的办公室隔成了两间，自己选择 

了靠里不到十平方米的一间。他一心扑在事业上，公安查看他手 

机后， 感慨地说，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正能量的领导， 手机里信息 

全是关于工作的” 。 但对于自己的物质生活要求， 王雨却总是放得 

很低， 他可以把一张50公分高的床头柜当成书桌， 一忙就是一整 

夜。他至诚报国、无私奉献、立德树人、爱生如子、事业为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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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至上的品质，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谢盛纹，生前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会计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是财政部首期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类）和“江西省百千万人 

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才” 。2017年 9月 18日，因病医治无效， 

谢盛纹同志不幸逝世，年仅 47 岁。 

谢盛纹同志毕生扎根红土地，情系党的教育事业，忠诚党的 

教育事业。数年以来潜心治学，以办公室为家，夜以继日地在此 

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给研究生授课和完成科研工作。他的办公室 

——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办公区409房间，每当夜幕降临，这 

里总是灯火通明，寒暑无间，这里的灯经常是每天最后关闭的。 

“409的灯光” ，是谢盛纹老师爱岗敬业、潜心治学优秀品质的印 

证。他始终心怀感恩，从长辈、前辈和同辈的身上汲取营养，并 

转化为全身心投入到自己工作的动力。他把科研融入生命，始终 

把它作为奉献社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创新支 

持的一份沉甸甸的学人责任。他卧病在家，家就成了门人求学的 

课堂；病重住院，病房成了弟子问道的场所；身体状况稍好些， 

他就会组织学生近郊登高，野外又成了他辅导学生学习的广阔天 

地。在病情恶化时，他还坚持完成了自己的教学任务。他以时不 

我待的努力与时间赛跑，即使身体状况已经力不从心，却依然表 

达了“我将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争取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 

成绩”的新年新愿望。谢盛纹扎根教育、潜心治学、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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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师表的精神风范，是“铸魂授业，师道大光”的最好诠释。 

王雨、 谢盛纹两位同志在有限的生命里担当实干， 锐意进取， 

把生命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最钟爱的教育事业，努力实现了“弘 

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和“爱岗敬业、爱校如家、 

爱生如子”的统一，践行了“四有”好教师标准。2019 年 1月 2 

日及 2017年 10月 31日，《江西日报》及《中国教育报》分别报 

道了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的感人事迹。 

全校师生员工要认真学习他们科研报国的崇高品质、潜心治 

学的可贵精神、扎实过硬的工作作风、爱生如子的师德风范、严 

于律己的良好形象，学习他们将教书和育人相统一、言传和身教 

相统一、潜心问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 

一的时代风采，切实提高自我修养，潜心教书育人，争做“四有 

好老师” ，当好“四个引路人” ，做到“四个相统一” 。 

二、精心组织生动有效、务实高效的教育活动 

各单位各部门要开展好向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学习的教育 

活动，将活动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党的十九大精神结合起来，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 

制度化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结合起来，与学习贯 

彻全国全省教育大会、全国全省高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和全省高 

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结合起来，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和省委、 省政府 《关 

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文件精神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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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与教育改革发展和日常教育教学活动结合起来，与加强师 

德师风建设、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结合起来，统筹安排， 

扎实推进，切实把向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学习活动引向深入。 

要充分利用校园报刊、广播、电视、微博、微信以及展板橱窗等 

宣传阵地，通过教职工专题学习、专题党课、教学研讨会，主题 

党团日活动、主题班会、座谈会、征文比赛、演讲比赛以及优秀 

教师宣讲团活动等多种形式，鼓励师生积极撰写学习体会文章， 

创作网络文化作品，积极参与各类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和师 

生员工向王雨、 谢盛纹两位同志看齐， 以实际行动达到情感共鸣， 

以高尚情怀引领精神追求，确保学习宣传教育活动生动、务实、 

高效。

三、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做好关爱教师工作 

各单位各部门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性工作来抓， 

满腔热情关心教师，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 

静心从教，切实提高教师的幸福感、满足感、荣誉感和获得感。 

要围绕关心关爱教师出新招、出实招、出硬招，采取定期走访慰 

问优秀教师、困难教师，定期组织教师健康体检等有力措施多为 

教师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积极探索和创新关爱奖励教师的 

新模式、新做法，激励广大教师争做“四有好老师” ，为学校建设 

特色鲜明、全国一流的高水平师范大学凝聚更大力量，提供坚强 

保障。

各单位各部门要及时将学习王雨、谢盛纹两位同志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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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活动的落实情况反馈至党委宣传部叶玉华 OA 邮箱，联系电 

话：88130253。 

附件：1.王雨同志先进事迹 

2.谢盛纹同志先进事迹 

中共江西师范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4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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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王雨同志先进事迹 

王雨，生前系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 

师、院长，曾担任江西省高等院校材料联盟主席、中国特种陶瓷 

学会理事、香港物理学会理事、美国材料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学 

会会员等多项学术职务。因长期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王雨不幸 

于2018 年9 月9 日在办公室突发心脏病离世，年仅50 岁。牺牲 

当天上午，他还在办公室加班修改部省合建南昌大学材料学科建 

设方案。王雨同志离世后，《江西日报》在2019 年1 月2 日，以 

《热风吹雨洒江天》为题整版报道了王雨同志的感人事迹。人民 

网、中国日报网等媒体也以视频及文字形式报道了王雨同志的先 

进事迹。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李龙士院士和周济院士分别 

评价他为“学界楷模”和“一代英才”。 

在社会公众耳中，王雨同志是学有专攻、卓有建树的学者。 

在清华大学材料系取得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后，1998 年至 

2001年，他先后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材料系和马里兰大学材料 

与核能系担任博士后研究员，师从多位杰出科学家。2001年4月 

起，他在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物理系工作，担任研究员、助理教授 

等职务，并于2012 年9月获聘终身教职。他立足香江，潜心于材 

料科学研究，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担任了香港物理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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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材料学会会员、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中国特种陶瓷学会理事 

等多项学术职务，先后在《自然通讯》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 

SCI 论文300 余篇，还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等重要奖誉。 

在领导同事眼中，王雨同志是至诚报国，无私奉献的典范。 

他对国家高等教育走向强盛始终怀有坚定信念，并以之为己任， 

始终保持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2001 年，他学成后毅然离开 

美国，投身祖国教育事业。2014 年，他又放弃香港安逸富足的终 

身职位举家来到南昌大学，以校为家、分秒必争，全身心投入到 

国家世界一流学科建设中，把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了材料学科 

建设发展上。他把学校给他个人的科研经费，投入到学院公用科 

研平台建设上，支持学院把平台做大；他经常熬夜整理撰写学院 

发展、学科建设的上万字材料，但却没有时间填写半页纸的个人 

荣誉材料；为推进部省合建工作，他每天早上6点多到办公室，经 

常到晚上10点多同事们走了他还没走；为了加班加点工作，他连 

吃快餐的时间都要算计，时常吃个面包就打发了。他用“生命不 

止，冲锋不息”自勉，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敢为人先，忘我工作。 

2014 年， 他担任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院长后， 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实现了快速发展。 2015年， 

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通过了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 

志着材料专业学生培养质量实现了与国际接轨，进入了全球工程 

教育“第一方阵”；2016年，南昌大学材料科学学科正式进入E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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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排名前1%，站上了国际舞台；2017 年，南昌大学新材料技术 

学科群成为江西省唯一的国家 “双一流” 计划世界一流学科； 2018 

年3 月，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成为部省合建南昌大学两大学科之 

一。 

在青年学者口中，王雨同志是立德树人、爱生如子的楷模。 

“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不信邪的年轻人，请跟 

我来，去找找那科研的诗和远方。”深夜“冒泡”，王雨常常在 

材料学科微信交流群里，给新引进的人才和青年博士们大段大段 

地灌“心灵鸡汤”。他就像个邻家大哥，关心关照每一位新加入 

学院的年轻人，无论是引进的青年博士、学院的年轻老师，还是 

他所带的学生，王雨总是结合每个人的专业特长、兴趣方向、性 

格特点，给他们的未来研究进行规划指导，引领着大家去寻找科 

研领域新的坐标。为了给新引进人才腾出位置，他带头把自己的 

办公室隔成了两间，他选择了靠里的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一装 

修完，他就赶着搬进去，同事劝他到别的办公室过渡下，被他拒 

绝了。他说,“那间新办公室是留给引进人才的，不能用旧了，给 

人才的一定要是最好的。”为了学院青年教师申报国家重大人才 

项目，临时买不到卧铺票的他，坐了一夜的火车硬座赶到北京。 

第二天还来不及分享喜悦，他搭着晚上的火车又回到了南昌。学 

校国家青年千人计划项目入选者周杨波说：“把别人的事当成自 

己的事来办，这样的人太少了，士为知己者死，我当时就告诉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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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一定要留在南昌大学，做出一番成绩来。”王雨同志用渊博学 

识和人格魅力启发感染着每一位青年人才和学生，一些优秀青年 

博士受王雨同志的精神感召加入南昌大学，继承王雨同志遗愿， 

深深扎根这片土地。 

在家人孩子心中，王雨同志是事业为先、精神至上的榜样。 

他一心扑在事业上，公安查看他手机后，感慨的说，“从来没有 

见过这么正能量的领导，手机里信息全是关于工作的”。他总是 

把物质生活的要求放得很低很低，同样款式的西裤，可以一口气 

买6条，简单绞下边，就轮换着穿；他可以坐个小马扎，把家里不 

到50公分高的床头柜当成书桌，一忙就是一整夜；家人几次催促 

他买房子，他总说“等忙完这阵”，可直到他离世，他也没空去 

看房子。他把妻子给他设计的那个穿着白色T 恤、蓝色牛仔裤， 

戴着眼镜的卡通形象作为社交媒体的头像， 作为汇报工作PPT的装 

饰，一直跟随着自己；他会给正在读初三的女儿写信，用文字传 

授学习方法、舒缓压力……他言传身教、深爱家人，虽不曾为自 

己为家庭积聚钱财、 置办产业， 但他以一生书写绘就的道德文章、 

仁者情怀是留存给家人后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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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谢盛纹同志先进事迹 

谢盛纹，江西瑞金人，生前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曾任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副院长、会计发展研究 

中心副主任。2017 年9 月18 日，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年 

仅47 岁。谢盛纹同志是财政部首期全国会计领军人才（学术类） 

和“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一、二层次人才”。他生前全身心 

地投入工作，长期致力于审计证据理论、审计与公司治理等领域 

的研究，在教学、科研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获评江西财经大 

学2016 年度“科研十强”，荣登2017 年国内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最有影响力学者排行榜。2017 年10 月31 日，《中国教育报》以 

“他把教书育人视为最大责任”为题，深入报道了谢盛纹同志的 

先进事迹。时任省委书记鹿心社、时任省委副书记姚增科、时任 

副省长李利等省领导分别对谢盛纹同志的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 

示，要求深度挖掘谢盛纹同志忠诚敬业、奉献育才的感人事迹， 

讲好江西的“最美故事”。 

扎根红土地，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谢盛纹同志毕生扎根红土 

地，情系党的教育事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1992年6月，他从 

赣南师范学院（现更名为“赣南师范大学”）毕业，放弃沿海地 

区的工作机会，回到老家瑞金，在瑞金职业技术学校任教。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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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考取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硕士研究生。1999年硕士毕 

业填写表格时，在“本人工作意愿”一栏，他干净利索地写下了 

“教书育人”4 个字，决定在三尺讲台上书写人生华章。硕士毕 

业后，谢盛纹同志进入华南师范大学工作。2002年9月至2005 年 

6 月，他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完成了博士学业，重返梦想起飞之 

地——江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工作。他把“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作为前进动力，化为实际行动，厚积薄发，将自己的教学、科研 

工作深深扎根于红土地， 把自己的生命点滴融入到这片红土地中， 

从此不离不弃，不再分离，开始花开江财，香飘全国。 

潜心治学，争做“四有”好老师。2005 年博士毕业回到江 

西财经大学工作后，谢盛纹同志成功入选财政部“首期全国会计 

领军人才（学术类）”，协助张蕊教授成功申请了“审计学”国 

家级本科精品课程和国家级教学团队，先后晋升为硕士生导师、 

教授，入选江西省“百千万人才工程”。2012年以来的5年时间 

里在学校年度考核中三度获评“优秀”等次。2006年起担任会计 

学院分管科研与研究生工作副院长，受聘为博士生导师。2005年 

起，他每年平均在核心、权威期刊发表5至6篇学术论文，出版1 

至2 部学术专著（译著），为不同层次学生讲授3 至4 门专业课 

程， 走上了自己的学术巅峰， 迅速成为享誉全国的学界青年才俊。 

他以办公室为家，夜以继日地在此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给研究生 

授课和完成科研工作。 他的办公室——会计学院办公区409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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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幕降临，这里总是灯火通明，寒暑无间，这里的灯光经常 

是每天最后关闭的。“409的灯光”，是对谢盛纹老师爱岗敬业、 

潜心治学优秀品质的最好诠释。 

反哺感恩、不忘初心，勇攀科研高峰。在一篇题为“一路曲 

折但无悔的会计教研之路”的征文里，谢盛纹同志写道，自己取 

得的点滴进步，离不开前辈、长辈的提携与关爱，离不开和同辈 

的交流，从他们身上吸取营养。他始终心怀感恩。因为感恩，他 

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以无需提醒的自觉与追求卓越的 

行动，回报组织的关心和领导、同事们的厚爱，数年如一日地反 

哺母校和社会。为做好会议的会务工作，他吃住在会议驻地，通 

宵达旦加班加点，让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刮目相看。他把科 

研融入生命，始终把它作为奉献社会、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智力支持、创新支持的一份沉甸甸的学人责任。他在2010年晋升 

为教授，2012年在学校例行体检时诊断出患有肺癌。经过积极治 

疗，病情有所好转，于是又开始快马加鞭，继续开展高质量的科 

研工作。在病逝前一年，他还获评学校“科研十强”。目标专一， 

久久为功。据不完全统计，2005—2016年，谢盛纹同志以第一作 

者在权威、核心期刊等平台发表论文53篇。扎实的科研工作，奠 

定了这位青年才俊在会计学界的学术领军地位，使之迅速跻身于 

财政部全国首期会计领军人才之列，身兼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 

分会理事、中国审计学会审计教育分会副秘书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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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师表、倾心教学，把教书育人视为最大责任。在谢盛纹 

同志心中，教书育人才是自己最大的学术责任，是奉献社会、反 

哺感恩社会的最好体现。围绕育人尽责，他的讲台常常在动态变 

换中——从大教室、办公室，到家里、病房和野外。在查出肺癌 

以前，他在大教室给本科生讲课，在办公室与门人弟子论学，给 

会计学院学子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2012年开始，因为担心不 

确定因素， 他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 在教书育人工作中又有创新。 

卧病在家，家就成了门人求学的课堂；病重住院， 病房成了弟子 

问道的场所；身体状况稍好些，他就会组织学生近郊登高，野外 

又成了他辅导学生学习的广阔天地。2012 年以后，谢盛纹同志进 

入患病修养期。于是，他把患病修养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传道、 

授业和解惑。2016年，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却依然完成了注会 

专业“审计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在《审计研究》《当代财经》 

《证券市场导报》《会计论坛》等专业权威期刊与CSSCI 期刊上 

发表论文6 篇，主持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项。在填写 

《2016 年度考核登记表》时，虽然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力不从心， 

但依然坚定许下“我将发扬优点，克服不足，争取在新的一年里 

取得更大的成绩”的新年新愿望。 

中共江西师范大学委员会办公室 2019 年 4月 3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