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是人生一个重要
阶段的开始。来自五
湖四海的同龄人汇聚
同一个校园，共同追逐
青春梦想，是很多人一
辈子挥之不去的记
忆。9月1日，又是一
个开学季，不同时代的
大学生，有着共同的美
好入学记忆。

重点推荐

夏秋之交，201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如约而至。势不可挡的智能洪流，将如

何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赋

能百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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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 洋 袁汝婷

大学是人生一个重要阶段的

开始。来自五湖四海的同龄人汇聚

同一个校园，共同追逐青春梦想，是

很多人一辈子挥之不去的记忆。9月

1日，又是一个开学季，不同时代的

大学生，有着共同的美好入学记忆。

校园环境在变
求知欲望没变

“学校好大，环境好美。”这是南

昌大学给大一新生谢金利的第一印

象，4人间宿舍，还装了空调，“不努

力学习就辜负了这么好的环境。”

上世纪70年代末，校园环境与

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大学新生

对新知识、新本领的渴望是一样的。

“一个宿舍八张床，七张睡人，

一张用来放行李。”再过两个月，西北

师范大学教授孟子为就要退休了，

但40年前的大学时光依然历历在

目。他说：“和现在比，当时的教学

设施、设备很简陋，但大家整天把头

扎进书堆里，一心读书。”

江西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居民

万新荣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

生。“大学时读了很多书，班级也经

常组织活动，看电影、郊游等等。”

万新荣说。

万新荣在山东青岛上大学，学

校离家非常远，那时通信技术落

后，只有把对家人的思念写在信纸

里。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的毛国刚

则要幸运得多。“宿舍已经安装了

电话，购买一张电话卡就可以打电

话回家。”毛国刚 1998 年上大学，

那时候宿舍不仅有电话，台式电脑

也可通过电话线接入互联网，但网

速极慢。

今天，无线网络覆盖校园，智能

手机已经成为大学生的标配。“食堂

饭卡用支付宝办理，我们身上都不

用带现金。”云南大学新生刘雨欣

说，WiFi覆盖了整个校园，随时可以

跟家里人微信视频联系。当然，随

时也能接入学校图书馆资源，查阅

海量学习资料。

交友方式在变
同学友谊没变

1978年，24岁的张建民从湖南

湘潭县的偏远农村出发，提着一口

杉木板做的中型原木箱，怀揣着36

元钱，走进位于省城长沙的大学校

门。木箱子里装了笔记本、钢笔，还

有洗脸盆、热水瓶……

“印象最深的是师兄师姐们都

很热情，带领着我们办好入学手续，

还领回了一堆票证，包括开水票、洗

澡票等。”65 岁的张建民回忆起

40年前的青春岁月依然心绪难平。

和张建民一样，刘婵上大学第

一天印象最深的也是迎新的学长。

1996年，刘婵考取湖南师范大学物

理教育专业。“我记得，当时报到是

在学校的老体育馆，高年级的学长

给我们做引导。”刘婵说。

进入大学，性格开朗的王崴如

鱼得水。“我参加学生社团，也进了

学生会体育部，不仅可以认识很多

人，还锻炼了交际和组织活动的能

力。”王崴现在是云南一所高校的教

师，他说大学社团和学生会的那段

经历让他受益至今。

得益于网络的便利，谢金利刚

确认被南昌大学录取时，就通过贴

吧找到一个二维码，加入新生微信

群。还没开学，她就“认识”了上百

名新同学。

资助方式在变
关爱之情没变

李俊兰今年考取重庆师范大学

涉外商贸学院，她家曾是江西上饶

市广信区湖村乡建档立卡贫困户，

虽然已经脱贫但依然享受扶贫

政策。

“获得入学资助5000元，路费补

助1000元，还办理了生源地助学贷

款8000元。”李俊兰说，教育扶贫政

策让她不用为学费和生活费担心，

可以安心学习。

资助困难家庭大学生的政策并

不是新鲜事。万新荣回忆，收到大

学录取通知书后，他来到位于南昌

市的高招办，凭贫困证明，他领到10

元资助。“那时候10元可是不小的数

目。”万新荣说，作为贫困生，上学期

间不仅免学费，每个月还有生活补

助金，除了伙食费每月还能剩2元钱

零花。

毛国刚老家在鄱阳湖边上，他

家在1998年的大洪水中受灾严重。

核实他家受灾情况后，江西农业大

学给他免除了一半学费，还为他申

请了3000元助学贷款。

如今，除了助学贷款，还有贫困

补助、奖学金、助学金，财政资金、企

业和个人捐赠，对贫困学生的捐资

助学政策不断完善。

不负韶华期许
不枉时代垂青
——致2019年大学新生

□ 姜伟超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当人生日历

翻到了高校的象牙塔，如何面对未知的

大学生活？怎样定位新一阶段的人生？

向往更美好的生活、追寻更丰富的生命，

路在何方？迷茫、困惑甚至苦恼都可能

遭遇，有幸的是，尚有岁月丰盈可供时光

漫步，只要蓄满青春能量，就能做世界上

最亮的光。

迈入大学，意味着告别单纯的少年

时光，一只脚踏入社会，近距离打量世

界、观摩人生。这个世界的丰富远超想

象，发展瞬息万变，可能让你无所适从，

甚至有点小怕。但别担心，无论世界如

何变化，总有一种旋律保持永恒，那就是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世上没有免费的午

餐，诗和远方总要多花些心思才能抵达。

2019年大学新生绝大多数都是“00

后”，成长于中国发展的黄金岁月，欣逢

新时代开启的难得机遇，人生黄金期与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完全吻

合；成长成才和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同频搏动。

把个人和时代的交汇点谱写出来就

是伟大的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

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

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

造历史。平均年龄 36 岁的团队打造出

了长征二号F运载火箭、平均年龄只有

27 岁的班组在贵州山区维护装机容量

300万千瓦发电站、平均年龄不到35岁

的“月宫一号”团队把梦想播撒在星辰大

海……无数青年的美好年华与时代辉

映，人生大放异彩。

有句话说得好，不奋斗，你的才华如

何配得上你的任性？踏着时代的鼓点，

以国家的发展轨迹定义个人的成长坐

标，把个人追求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理

想，才能不负韶华期许，不枉时代垂青。

相信自己，你们既拥有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的开阔视野，也具备推动国家从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强大力量。

青年的担当是时代的力量。道不可

坐论，学不能空谈。要担当使命，必先练

就过硬肩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用我

们的观察与思考，触摸时代的脉络，去开

启祖国更广阔的前途。

未来已来，使命必达。崭新人生阶

段，注定不会一马平川。顺境不骄、逆境

不馁，那些在战胜自我中涂抹青春亮色

的大学岁月，终将成为人生财富。用力

划桨，才有分量；向前奔跑，才能抵达。

愿你青春灿烂，成为这世界上最亮的光。

□ 白靖利

从8月底开始，各地陆续迎来开

学季。贫困新生们能否顺利入学，成

为大家关注的焦点。从小学到大学，

各地均为贫困学生建立了完善的帮

扶政策，确保学生不因贫失学。同

时，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也成了孩

子们共同的心愿。

展望未来

云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大一新

生杨杰清楚地记得，来报到的时候，

家里只剩下一万多元。好在有了

8000元的国家助学贷款，解决了学

费和住宿费，让杨杰和父母都松了一

口气。

杨杰来自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

尽管父母都只有小学文化，但杨杰从

小就严格要求自己，成绩优秀。

云南大学优美的校园环境、和善

有爱的老师同学，以及美味实惠的

饭菜，让杨杰很快就喜欢上了这里。

杨杰给自己树立了目标，“首先是在

自己努力下上研究生，二是我的性格

比较内向，希望多参加社团和课外活

动，锻炼交际能力。”

马姗是云南大学生态学与环境

学院的大一新生，学的是自己喜欢的

生态学专业。

马姗来自云南省镇雄县，父母工

作收入不稳定，家里还有一个上职高

的哥哥和上高中的弟弟，长期以来，

三个孩子的教育成为家庭最重的负

担。国家助学贷款让马姗大学期间

不用再为学费发愁，“我感觉自己比

较幸运，云大食堂的米线只要两块

二，比高中还便宜。辅导员对我也很

关心，这些都让我感到很开心。”

云南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李玉兰

介绍，目前云南大学已经实现了贫困

生助学金全覆盖。“每位建档立卡贫

困户家庭的学生都能享受每年3500

元的国家一等助学金，加上国家、云

南省政府、校级奖学金，以及近20项

社会奖助学金，另外校内还有近

2000个勤工助学岗位，我们绝对不

会让一个学生因贫失学。”李玉兰说。

心怀感恩

对于江西南昌十中经开校区高

一新生李胜京来说，过去两年，命运

之神一直在考验他和他的家庭。两

年前，李胜京的父亲离家出走，全家

仅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维持，同年他

母亲被确诊为癌症。家里不仅没有

了收入，母亲的第一次手术就花光家

里所有积蓄。

在得知李胜京的情况后，学校师

生为他捐款62,890.3元，这让李胜京

全家非常感动。今年中考，李胜京

取得了685分的优异成绩，超过南昌

十中经开校区录取分数线70多分，

他本可以上南昌市分数线最高的

中学，但还是选择继续留在本校上

高中。

南昌十中经开校区政教处老师

易凯说，学校将按照相关政策对

李胜京进行学费减免和生活帮扶，

并为他申请最高等级的国家助学

金。“3年后，我要以优异的高考成绩

感恩学校的关心和帮助。”李胜京说。

与李胜京一同心怀感恩的还有

严佳饶。这位15岁的姑娘坦言：“如

果没有国家的教育扶贫政策，我可能

已经和村里的姐妹们外出务工了。”

严佳饶来自江西省上饶市广信

区华坛山镇姜村，父母均已年过六

旬。加上父亲的脚受过伤，干不了重

活，一家人的收入全靠种地，日子过

得十分紧张，她家被当地确定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

初中三年，严佳饶每个学期都可

以享受625元的寄宿生补助。今年

中考，她以优异成绩考上广信区第二

中学。广信区教育体育局局长马焕斌

介绍，学校将免除严佳饶的学费，并

为其申请国家助学金，每个学期可以

获得1250元助学金。

“知识改变命运，感谢党的好政

策，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我一定

努力学习，不仅要考上大学，还要读

研究生。”严佳饶说。

萌发梦想

“我想当发明家！”“我长大后要

当画家！”“我想当警察”……在离县

城40多公里的湖南邵东县灵官殿镇

公田小学，一场为小学一年级新生贫

困儿童举办的爱心援助正在进行。

当志愿者们问起受助孩子的梦想时，

稚嫩的童声里满是对未来的期许。

暑假期间，城区二小志愿者服务

协会会长吴胜勇听说孩子们就要上学

了，尽管孩子们已经享受了“两不愁三

保障”相关政策，仍决定用爱助力他们

追逐梦想。拿到了新书包、新文具的

孩子们，都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2009年 11月出生的刘宇清患

上了脑瘫，不会走路。湖南省新化县

康复按摩医院先后三次无偿接收小

宇清住院，安排主治医师医治，一位

企业家决定每月为他资助1000元。

如今，小宇清一天天好转，已经能站

立迈步行走，并学会了读书写字。

9月1日，刘宇清成为湖南省新

化县洋溪镇潮头希望小学的一名一

年级新生，全家人悬着的心终于落下

来了。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弟弟身体

比以前好多了，也可以顺利上学了，

我们很高兴。希望他好好读书，在学

校学习顺顺利利，让爸爸妈妈安心。”

刘宇清的姐姐刘翠果说。

据了解，作为农村建档立卡贫困

户子女，刘宇清进入义务教育阶段

后，将享受到每年1000元的生活补

助，在三年级～六年级，还将拥有免

费的教辅资料。

2019年春季学期，湖南省义务

教育阶段共资助农村建档立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约76万人，共发放资

助资金约4.1亿元，义务教育精准资

助为教育脱贫提供了坚实保障。

爱心助学圆贫困新生求学梦

青 春 起 航 追 逐 梦 想
——不同时代大学生的入学记忆

非遗进校园非遗进校园
8 月 19 日，在江西省赣州

市于都县长征源小学，放暑假的

小学生在向非遗传承人肖卿华、

管寿林学习“公婆吹”，演奏歌曲

《十送红军》。据悉，于都唢呐

“公婆吹”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当地为了保护和传承这些优

秀传统文化，大力开展非遗进校

园活动，通过在学校开设兴趣

课、举办展演等形式，让唢呐“公

婆吹”技艺“后继有人”。

本报记者 刘 念 摄

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地域面积近

40万平方公里，高寒缺氧气候恶劣，道远

路艰补给困难……这样的工作条件，一度

使不少人对青海三江源地区望而却步。

然而近年来，随着三江源国家公园

体制试点改革稳步推进，越来越多生态

科研工作者受到吸引，自发前往当地开

展长期扎根研究，为“中华水塔”永葆生

机建言献策。

挥洒汗水 心向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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