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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继续努力学习，带着知识回到

大山，帮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我愿意

扎根基层，永远做这片黄土地上最忠诚

的儿子，默默耕耘一生，回报党和国家。”

在毕业论文的致谢中，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民商法专业本科毕业生苏正民诉说着

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苏正民的家乡位于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喜德县沙马拉达乡火把村。 15
岁 那 年 ，家 庭 变 故 曾 令 他 面 临 辍 学 风

险。“是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爱心人士

的帮助，把我从困境中拉了出来。”苏正

民回忆道。此后，他更加珍惜学习的机

会，并考入重点大学。

走出大山，看到世界的精彩，苏正

民愈发理解扶贫必扶智的意义。为帮

助凉山的贫困学子顺利求学，大二时，

他与几个同学一起发起“凉山阿依助学

计划”。苏正民说：“只要一人每天节约

1 块钱，3 个人攒一年，就能让一名凉山

贫 困 学 子 有 学 上 。 从 2019 年 到 现 在 ，

有 200 多人加入我们，66 名贫困学生得

到资助。”

今年，苏正民本科毕业，他选择先

回 凉 山 支 教 一 年 ，再 继 续 读 研 。“ 这 几

年，国家对贫困地区投入很大，有书读

不再是难题。但如何转变山里孩子的

观念，让他们爱读书、会读书，这是我接

下来想做的事。”苏正民眼下有一个目

标 —— 为 凉 山 的 孩 子 们 建 立 乡 村 书

屋。“目前我们在西昌已经建起一座公

益书屋，那里有很多搬迁户子女、进城

务工人员子女，不少家庭缺乏阅读、学

习的环境。有了公益书屋，孩子们就可

以在周末、寒暑假来这里读书、自习。”

苏正民说。

苏正民的网名叫做“凉山野玫瑰”，

他解释道：“在我的家乡，山上有很多索

玛花，我们都叫它高山玫瑰，即便在最艰

苦的地方，它们依然能够盛放。我希望

自己像索玛花一样，在大凉山里灿烂绽

放。”谈起未来的打算，苏正民很坚定：

“我会回到家乡，从事有意义的工作、投

身有意义的事业，为家乡更加美好、为乡

亲们更加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毕业生苏正民

返乡支教，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本报记者 丁雅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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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人生的路口，我希望自己仍然

像一名军人一样，勇于担当、甘于奉献。”

昌吉学院经济管理系毕业生加德热拉·
哈布力，曾有过 5 年的军旅生活，“退伍

不褪色”是她心中坚定的信念。

加德热拉的家乡在新疆阿勒泰地区

吉木乃县，距离中哈边境线不远。“每次

走过边防哨所，我的家人总会注目许久，

眼里充满敬意。”加德热拉说，“穿上军

装，从小就是我心中的梦想。”

大一时，看到征兵信息，加德热拉立

即填写了申请。经过层层选拔，她跨越

3500 多 公 里 ，从 西 北 边 疆 来 到 蔚 蓝 大

海，成为海军辽宁舰某部门操舵兵。 5
公里晨跑、百米游泳……每次训练，加德

热拉都咬牙坚持，努力做到最好。“能在

大海里开航母，是我终生难忘的经历，一

切付出都值得。”加德热拉说。

服役期间，加德热拉郑重向党组织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写道：“我来自祖

国西部边陲，是中国共产党让我有机会

接受高等教育，有机会成为一名军人。

这份恩情我铭记在心，我希望自己能加

入这个光荣的组织，听党话、感党恩、坚

定不移跟党走。”

2020 年底，加德热拉结束 5 年的军

旅生涯，回到学校继续学业。她为同学

们举办 80 余场专题报告会，弘扬爱国精

神，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她来

到阿勒泰地区的景点拍摄文旅宣传视

频，振兴当地旅游事业；她投身防疫一

线，发放物资、测量体温……“能发挥自

己所长，为家乡、为身边的人做些事，我

感到很自豪。”加德热拉说。

今年，加德热拉毕业了，她选择成为

一名大学生村官，把青春奉献给家乡。

把人生理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

中，一直是加德热拉努力的方向。在一

次政治学习中，她被投身脱贫攻坚一线

的时代楷模黄文秀的优秀事迹深深打

动，用青春奉献家乡热土的信念便在她

心中扎了根。

加德热拉说：“既然选择成为大学生

村官，我就要肩负使命，脚踏实地、开拓

进取，为乡村振兴作贡献。”

昌吉学院毕业生加德热拉·哈布力

退伍不褪色，用青春奉献家乡
本报记者 丁雅诵

“我正在高铁上，明天要与一家企业

讨论药材种植合作。”6 月底，毕业典礼召

开前几天，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毕业生

刘德果仍奔波在路上。参加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拓展种植基地……让他心心

念念的，是“中药鸟巢”创业项目。

湖南平江县，幕阜山区的黄精种植

基 地 中 ，在 立 柱 式 气 雾 栽 培 等 技 术 的

应用下，一株株黄精茁壮生长。自 2015
年提出“中药鸟巢”设想以来，刘德果的

创业梦想日渐清晰，并变为现实。

“让中医药得到传承创新发展，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离不开科技的力量。”

刘德果说，自己在农村长大，深知农民

种植中药材的艰辛。作为学习中医的

研究生，他希望改进种植技术，生产更

加优质、安全的中药材。

在学校药用植物园开展黄精种植

研究，在实验室研发适用不同生长周期

的培养液……刘德果带领团队成员发

挥专业特长，反复钻研，开发了“中药鸟

巢”生态生产系统。“立柱式气雾栽培可

以提高黄精的产量和品质；‘鸟巢’外层

是太阳能光伏扇叶，有利于节能减排；

通过智能控制系统，药农可以方便地控

制温度、湿度等。”他自信地介绍。

将技术从校园“移栽”到田间地头，

并不容易。“当初如果没有学校支持，我

可能坚持不下来。”刘德果说，“指导老

师们帮我对接了校外的专家教授，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学院也积极指导、鼓励我

们参加创业赛事，对我们帮助很大。”

目前，团队联合多所高校科研力量，

与 公 司 开 展 合 作 ，生 产 出 黄 精 茶 等 产

品。“最开心的是看到药农们的笑脸！”刘

德果说，团队已帮助 200 多户药农改进种

植技术，有的农户年增收上万元。

“作为一名博士毕业生，我希望用

自己的所学造福百姓。”关于未来，刘德

果还有更多设想：打造生态中药景观旅

游，开展中医药文化传播，更好地助力

乡 村 振 兴 和 中 医 药 发 展 。“ 一 步 一 步

来！”创业的经历让刘德果懂得了脚踏

实地的道理，他告诉记者，“希望我们今

天的努力，在未来能够开花结果。”

湖南中医药大学毕业生刘德果

种植中药材，创业梦想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吴 月

“从走进学校的第一天起，我就无比

期待毕业后能为祖国的能源事业出一份

力。”中国矿业大学硕士毕业生赵彬宇即

将登上列车，前往内蒙古霍林河南露天

矿，为高寒地区绿色矿山建设贡献力量。

赵彬宇在矿山脚下长大，对他来说，

到矿山一线工作，是梦想，也是传承。“我

的祖辈是国家最早的一批煤炭工人，我

从小听着矿场车间故事长大。”赵彬宇深

知煤炭保供的重要意义。

在就读硕士研究生的 3 年时间里，

赵彬宇多次前往内蒙古、新疆等地的矿

山现场调研，协助导师完成项目。在位

于内蒙古的伊敏露天矿，面对矿山道路

扬尘多、雨季道路泥泞，易造成安全隐患

的问题，作为项目负责人，赵彬宇一边在

实验室里搞科研，探索抑尘的材料与方

法，一边与企业和工人多次沟通对接，倾

听反馈意见。抱着“在干中学，在学中

干”的态度，赵彬宇不断在生产一线磨练

自己、提高自己。

去年暑假，赵彬宇带领本科生赴新

疆天池能源南露天煤矿进行社会实践。

在实践中，他了解到，一些本科生缺乏去

一线调研的机会，对煤矿的整体认知与

体验不足。于是，在毕业生座谈会上，他

提出建议，希望学校在本科阶段就能为

学生提供调研机会，“经验的积累，有助

于同学们更全面地了解这个行业，做好

职业生涯规划。”

在老师和同学眼中，赵彬宇不仅是

学弟学妹们的好榜样，也是热心负责的

好班长。在就业的重要阶段，他积极与

每位同学沟通，有针对性地提出就业建

议，并及时发送相关就业信息，努力帮助

大家找到心仪的工作。

“比起祖辈们战严寒、斗黄沙、搏风雪

开矿的艰难环境，我们这一代已经幸福太

多。”当记者问到赵彬宇是否后悔放弃东

部沿海城市的就业机会、选择条件相对艰

苦的露天煤矿时，他坚定地说：“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青春，我会书写属于自己的华

彩篇章。下一步，如何将现代信息、控制

技术与采矿技术相融合，才是我真正面临

的挑战，但我毫不畏惧、充满斗志。”

中国矿业大学毕业生赵彬宇

投身矿山，为能源事业出一份力
本报记者 闫伊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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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加德热拉·哈布力服役

期间在辽宁舰上观察海面情况。

汪良伟摄

图②：赵彬宇在矿山项目施

工现场。 朱晓寒摄

图③：刘德果在调研野生中

药材生长情况。 黄连娣摄

图④：苏正民（左）在走访学

生家庭。 吉尔日聪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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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考察时就高校

毕业生就业强调：“幸福生活是靠劳动创造的，大

家要保持平实之心，客观看待个人条件和社会需

求，从实际出发选择职业和工作岗位，热爱劳动，

脚踏实地，在实践中一步步成长起来。”

如今，越来越多的优秀青年学子抓住新时代

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他们有

的深入基层、扎根一线，有的学以致用、创新创业，

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精彩人生。本期

教育版，让我们走近几名高校毕业生，听听他们的

人生选择与青春故事。

——编编 者者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

为现实。”“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

量，为了理想能坚持、不懈怠，才能

创造无愧于时代的人生。”对于广大

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寄予厚望、殷殷

嘱托。

又到一年毕业季，站在人生的

重要路口，使命、责任、梦想，这些人

生的“关键词”对于广大青年来说，

愈发真切而厚重。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

家强。对于这一代青年而言，历史

的接力棒已传到他们手中，唯有把

握时代脉搏、树立全球视野，将小我

融入到国家、民族和全人类的大我

之中，才能为民族复兴贡献青春力

量。唯有将个人追求与强国目标紧

密结合，才能以实际行动答好“中国

之问”的人生答卷。

令人欣慰的是，面对与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相伴的答辩季、求职季，

广大高校毕业生克服困难、挺身而

出，成为主动担当的战疫青年突击

队员，勇敢地冲在守护校园的第一

线。他们顾全大局、甘于奉献，始终

以豁达心态勤奋学习、规律生活，他

们坚守责任、乐观向上，努力完成学

位论文和答辩，不仅为自己的毕业

季增添了独特的人生阅历，也锤炼

了更加坚强的意志，练就了更加过

硬的本领，更彰显了一代青年不惧

困难、奋斗拼搏的精神面貌。

同样令人欣慰的，是广大高校毕

业生勇担使命、报效祖国。这一届毕

业生中，有许多选择了去基层就业，

他们深知，家国情怀是豪情更是担

当；他们中，还有一些选择了奔赴乡

村，他们深知，将根扎得更深，成长才会更茁壮；他们中，有

人选择了创业，虽艰苦但朝气满怀，在创新创业中增长智慧

与才干；他们中，还有一些选择了参军入伍、乡村支教，他们

深知，只有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奋斗、奉献，才能书写一段

属于自己的青春奋斗传奇、活出这一代青年该有的模样。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更加令人欣慰的，是广

大高校毕业生在磨砺中日渐成熟。他们逐渐懂得了珍惜

韶华、起而行之，把自己的理想同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命

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逐渐懂得了立下远大志向的同

时，还要求真学问、练真本领，要知行合一、做实干家，要

仰望星空并脚踏实地。他们还懂得了，在追求个性表达

的同时，还必须追寻牢固的价值基座，要有个性化的青春

选择，更要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高校毕业典礼上，从多位校长的祝福中，我们能看到

一代青年茁壮成长的身姿，以及一个值得期许的光明未

来：“即将奔赴人生新的阶段，希望大家在坚守责任的基

础上，勇于开拓创新、保持与时俱进，用责任和使命去创

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期待你们立足中国实践，积极投身

科技强国建设，施展青春才华。”……

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年。在激扬青

春中作出属于自己的时代贡献，对于这一代青年来说，是

机遇，更是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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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深刻认识教育的基础性、

先导性、全局性的地位和作用，深刻认识教育在应对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中的机遇和挑战，在变革创新中准确识变、科学

应变、主动求变。其中，大力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以数

字化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赋能“五育并举”是重要着力点。

创新场景赋能教育均衡。当前，基础教育在硬件设施、教

学条件、师资力量等方面尚存在地区间、城乡间、学校间的不

平衡，依托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技术，构建可复制推广的

“五育”应用场景已是重要趋势。比如，学生可以足不出户参

观革命圣地，跨越时空与革命先辈对话；打造基于开放课程的

开源教学平台，推送个性化学习资源，开辟名师团队支持下的

教学场景；构建“人工智能+”解决方案，聚焦体育教学、体质

评测等的场景设计，聚焦美育学科融合和课程供给均衡化的

场景设计，聚焦学生参与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服务性劳

动的场景设计，实现在生活中教育与在教育中生活的统一。

精准画像赋能科学评价。“五育并举”，旨在实现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需要学校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差异化、多样

化的教育服务，而科学的评价是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在教育

过程中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对学生进行精准画像，有

助于科学评价学生特点及教育效果。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建

立长周期的数字档案，并通过数据分析，实现各学段全过程纵

向评价、德智体美劳全要素横向评价。同时，探索智能化作业

设计和管理系统，开展个性化学情诊断等，形成综合评价报

告，为教师因材施教提供依据。

智能平台赋能家校协同。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构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型家

校协同育人机制。随着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可以搭建家校

协同育人数字化智能平台，借助融媒体的呈现和交互方式，实

现家庭与学校之间主体互联、资源共享、信息流动。同时，通

过向家长精准推送适合孩子健康成长、符合“双减”要求的教

育信息和资源，可以帮助家长树立科学成才观念，与学校教育

同频共振、同向同行。

高水平的教育数字化引领高水平的教育现代化，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现代化

的目标方向。应紧紧抓住数字教育发展战略机遇，推动数字

技术与教育融合创新发展，实现规模化教育与个性化培养的

有机结合，为加快教育现代化、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提供有力支撑。

（作者为北京教育融媒体中心副主任）

以数字化赋能“五育并举”
于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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