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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政法大学广告学专业学生丁洁从

没想过，自己的大学会在新冠肺炎疫情中

度过。

“虽然身在校园，可上课不能面对面，

屏幕上的课堂总会缺少很多。”对于自己两

年多的大学时光，丁洁有很多无奈。

更让她无奈的是，持续的疫情还不断

推高了考研的录取分数线。她报考新闻传

播专业研究生，往年 360 分左右就可进入

复试。丁洁满怀信心备考，考试成绩也超过

了目标学校，可今年分数线比去年一下高

出 15 分，她“一战”惨遭失利。

教育部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2022届高

校毕业生规模预计 1076 万人，同比增长了

167万人。2022年考研竞争尤其激烈，全国上

岸率仅为 24%左右，超 300 万考生陪跑。

在丁洁看来，疫情考研季，要有“虽千

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尤其对西部学子而

言，随着研究生招生竞争的加剧，很多考生

要面对“二战”“三战”乃至更多次的战斗，

只有越挫越勇者，才有机会上岸。

“打完身上最后一颗子弹”

“研友不是一起学习的，是不想学习的

时候一起放松的。”直到考研“二战”结束，

张超然才明白，考研是一个人的战斗，无论

多少人一起复习，最终都是要自己一个人

赢得考试上岸的。

本科就读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与应用数

学专业，2019 年毕业后，张超然在校园招

聘会上签了高中教师的工作。然而，他只干

了一年便辞职了，为了结束异地恋，他和女

朋友一起决定要读研深造。

可是事与愿违，两人第一年都没考上，

张超然差 8 分，女朋友差 9 分。

“ 我感觉情侣是考不上研的，图书馆 20
多对情侣几乎都没有考上，后期压力很大，吵

架会很多，精力不够集中。”张超然自嘲道。

“考研就是要熬。”这是张超然“二战”

考研的成功体会，在他看来，现在大学生很

多，学历在不断贬值，加上就业压力大，很

多人都要给自己找好一点的出路，竞争只

会越来越激烈。

相比于张超然和女友一拍脑门为了爱

情，兰州交通大学的陈交是为了实现自己

的名校梦，在他看来，考研是实现某种跨越

的好机会。

考研前两年，陈交分别报了电子科技

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可每次都“差那么一

点点”。今年，他不再好高骛远，选择了自己

的母校兰州交通大学，最后成功上岸。

“面对全国层面的竞争，要认清自己，

也要认清现实。”其实，第一次考研失败后，

陈交的父母就这样提醒他。经历了 3 年考

研的磨砺，陈交认清了现实，也能坦然面对

自己的选择。

“每天都在打完身上最后一颗子弹。”

回首 3 年的考研路，陈交有很多感慨，也庆

幸自己没有浪费青春，在最美的年龄奋斗

过，无怨无悔。

“即便参加调剂，没有 380 分根本没机

会”。丁洁选择再战一年。临近毕业季，校园

里都是离别的场景，这让的她复习状态也

不是很理想。她初步打算跟研友在校内家

属院租房子，租不到的话就回家，在老家的

图书馆复习。“我也很纠结，回家就成废物

了，实在不行就报个封闭的那种班”。

疫情之下，难忘考研路

“ 疫 情 对 我 的 影 响 很 多 ，如 果 没 有 疫

情，我‘二战’压力会小很多。”前不久，“二

战”刚刚上岸，回首自己疫情下的考研路，

兰州理工大学考生王志强十分感慨。

去年 11月，兰州疫情再次暴发，不久，甘

肃天水也出现了确诊病例。由于疫情防控，

天水很多农村进行封闭管理，复习考研的王

志强所在的村子也很快封闭了。村里出不

去，家中又没人，王志强只能自己做饭。

“学累了、心烦了、迷茫了，调节的方式

就是抽烟。”那段时间，王志强晚上睡不着，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办、该做什么，但考研

是一直的追求，不想轻易放弃。”王志强说。

吃了上顿想下顿，学习生活都得自己

扛，即便如此，王志强还是硬撑了下来，在

今年的考试中，成绩有明显进步，也顺利完

成了初试复试的把关，终于迎来硕士研究

生学习阶段。

陈交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二战”的时

候，他和室友合租，本来他们一直在学校的

图书馆学习，无论效率还是状态都很令人

满 意 。但 疫 情 暴 发 后 ，就 只 能 待 在 出 租 屋

里，这一呆就是两个月。

同样利用本校图书馆资源的张超然。

一直在学校附近租房子，为了减轻家里的

经济负担，他经常会承接家教兼职任务，然

后一边自己做饭，一边复习考研。后来，觉

得做饭实在麻烦，也浪费时间，就“买五十

个饼子，吃一个月”。

“一瓶酒一包烟一道积分算一天。”这

是张超然疫情期间给自己复习考试状态的

描绘。

“毫无疑问，疫情对每个考研人都有影

响，可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也是公平的，关

键看自己如何去面对、去行动，没有一步路

是白走的。”张超然说。

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还是“大厂”

前不久，跟丁洁同一届的两名新闻班

男生签了铁路局宣传岗的工作，这让她很

羡慕。

“对方不招女生，且那两名同学参加的

是隔壁交大的招聘会，政法大学没有那样

的招聘会。”考研结束后，丁洁也会参加一

些招聘会，但现实一次次给她泼了冷水。

丁洁已经全身心投入到“二战”中，她

打算再拼一年，争取考上研究生，“这样就

能增加就业的筹码”。如果“二战”还不能上

岸，就打算一门心思考事业编。

“电视台、出版社，这些单位的事业编非

常香。”在她看来，自己二本普通院校出身，考

研不敢选太好的学校，一些好的互联网公司

也进不去，考事业编是更现实的一条路。

还没毕业，西北师范大学的朱鹏也已

开始准备“二战”，本科学旅游管理，研究

生准备跨考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思政这

一块需求比较大，将来就业应该好一些。”

朱鹏说。

疫情彻底打乱了朱鹏的计划，只能退

而求其次，立足当下作选择。“如果没有疫

情的话，我们这个专业就业率其实是蛮高

的，需求量还不错，不会像现在一样很难找

到一份相对可以的工作。”几年疫情下来，

旅游行业严重停摆，面对未来的生存，朱鹏

只能放弃自己的理想。

“父母长辈认为老师、公务员、医生，这

些才是工作，其他的全都是打工，全都是虚

无缥缈的东西。”面对家人一次次的劝说，

朱鹏有时候也会心动，在积极“二战”的同

时，最近，他又在抽空备考“西部计划”。

对陈交而言，考研上岸是一个全新的

起点。即使嘴上说着计划赶不上变化，但

他对于自己未来的规划没有丝毫懈怠。

虽然最近很多“大厂”在裁员，但入职

“大厂”是陈交长期以来的愿望，他为此一

直在奋斗。虽然目前还没有开学，陈交已经

在积极主动地联系导师做一些任务。

考研上岸，张超然并没有回家，依旧

在自己的出租屋里生活，每周的生活安排

的满满当当：周一到周五干一些“中介”

活 ， 哪 里 有 需 要 去 哪 里 ， 周 六 周 日 当 家

教；闲暇时间，还在作业帮上解题。

“对研究生生活充满了向往，下一个

目标是拿国家奖学金，

目前最大的愿望是找个

女朋友。”张超然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
中陈交、张超然、王志强、
丁洁、朱鹏均为化名）

疫情下的西部考研生：虽千万人吾往矣

百年恰似风华正茂，青春勇往直前。100 年来，广

大团干部与党同心、跟党奋斗，在意气风发向着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征程中，我们生逢其时，重任在

肩。作为一名团干部，要做到牢记党的嘱托，坚持为党

育人，凝聚青年思想做党的“好助手”；要紧盯发展方

向 ， 胸 怀 “ 国 之 大 者 ”， 团 结 广 大 青 年 做 服 务 大 局 的

“生力军”；要倾听青年声音，立足青年、贴近青年、服

务青年，做青年群众的“贴心人”；要勇于自我革命，

做从严治团的“领头羊”。以实际行动践行青春誓言，

让共青团和青年事业永不改色、不负光荣。

团 江 西 省 吉 安 市 委

组宣部负责人

郭雅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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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秋风月色入疆去，行囊在身热血燃。未成教

书育人匠，不敢回首望故乡。”

出发前往新疆支教的当天，2020 年西部计划

志愿者杨畅写下了这四句话。结束西部计划志愿工

作后，她将自己一年的支教经历写成了近 10 万字

的小说《我的西部日志》，在网络上连载。很多同学

深受触动：“看了你的经历，我也想到西部去。”

日前，在《中国青年报》“温暖一平方”合作伙伴

安徽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一堂以“喜迎二十大，永远

跟党走，奋进新征程”为主题的安徽省大学生“青春

思政课”受到大家关注。在这堂特别的思政课上，杨

畅和许多志愿者一起，用自己的经历向更多年轻人

传递心系西部、扎根基层的温暖力量。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2003年，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在全国正式

启动。近 20年来，安徽省累计组织选派了 4119名西

部计划志愿者和 563 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他们

在祖国西部的大地上留下了青春的温暖足迹。

“志愿服务是担使命的过程，也是促成长的过

程。”安徽师范大学团委书记汪凯对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表示，志愿者们在锻炼个人综合能力的同

时，做到了把脚踩进泥土里，了解中国西部基层的

国情，将祖国的未来与自己的前途命运更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

在读本科期间去西藏进行短期支教时，安徽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舞蹈表演专业的邵敏一度产生

过困惑：“我们支教的时间那么短，真的能给西部的

孩子们带来帮助吗？”与当地孩子的聊天，让邵敏获

得了答案。“她也想成为我们这样的人，想成为一名

大学生。”那一刻，邵敏感觉很欣慰。“可能我做的事

情不能影响到所有人，但有人因为我们做的事，在

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让我感觉很温暖。”

在“青春思政课”上，作为服务地受助学生

代表，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的姑娘拉

马莫日歪也分享了心底那颗“种子”萌发、成长、

开花的过程。

拉马莫日歪从初二开始受到 4 位安徽师范大

学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的接续帮助。在志愿者宁

嘉惠的语文课堂，拉马莫日歪梦想的种子发芽了：

她想成为主持人，用流利的普通话向大家讲述大

凉山的故事。

“支教团老师们的到来，改变了我们生活和学

习的心态。”拉马莫日歪说，“我们不再局限于课

本，也不再局限于凉山这个地方，我们更想走出去

看看更大的世界。”

在几位志愿者的接力帮助下，拉马莫日歪被

四川电影电视学院录取，成为播音主持专业的大一

学生。上大学后，她还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在寒假

期间担任凉山脱贫攻坚博物馆的志愿讲解员。

“老师经常告诉我们，离开大山不是因为家乡

不好，而是为了学习更多的知识和拥有更大的能

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家乡变得更好。感恩志愿者

们的到来，点亮了我们的梦想。”

西部计划志愿服务期满后，邵敏作了一个决定：

留在西藏。2019年，邵敏通过了留藏考试，并在 2020
年 3 月至 2021 年 4 月，担任那曲市巴青县雅安镇帮

琼囊村第一书记。日常工作中，邵敏走访群众、组织

人口普查、参与巡山⋯⋯尽力保障村民权益。

“藏族同胞真的特别乐观。”邵敏常常听到藏族

同胞边放牧边唱歌，村里的年轻人会在摩托车上用

音响放着紧随潮流的动感音乐。有时候，邵敏工作中

遇到了不如意，但看着当地人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

负面情绪也随之消散。

对于邵敏而言，留藏工作是了解和认识世界的

一个独特窗口。“大家都说了解世界要往外走，要看

向大城市、看向国际。但我觉得不一定都是这样，当

你深入基层之后，也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只

有亲身经历后，才能扎根于祖国大地。

“参与西部计划的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

富。”杨畅说，“它让我对于教师肩上的责任有了更深

刻的理解。我也希望能够向大家传递最真实的西部

生活，帮助更多同学了解西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西

部的孩子们。”

“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汪凯表示，本次“青春思政

课”希望通过身边人说身边事，向更多青年传递“奉献、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

真正做到让思政课入脑入心入情。他

希望，未来可以继续发挥“温暖一平

方”的实体作用，聚焦青年成长，凝

聚向上、向善、向美的社会正能量，

让更多人感受到温暖的力量。

种下一颗种子，点亮梦想

青春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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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坤

“清澈的爱”是一个普通的词语，但
如今提起她时，却有了一份不普通的庄
严和神圣。特别是如何立足平凡的岗位，
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挺身而出，用
热血青春和担当奉献，延续不平凡的“清
澈的爱”。

因为“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是 18 岁
戍边烈士陈祥榕生前写下的战斗口号，
2021 年 2 月 19 日中央军委追记他一等
功，这句用鲜血和行动熔铸的口号，以及
他代表的新时代最可爱的人群像，感动、
影响、激励了很多人。

因为这份爱过滤掉了世间的浮躁、
狂躁，是纯粹、干净的，不掺杂着任何杂
质，充满家国情怀和真挚信仰。

于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变成了
不能被亵渎的一个爱国英烈的精神符
号，2021 年 3 月 15 日，国家知识产权局
网站公布消息，依法对试图抢注“清澈的
爱”等 17 件商标、图谋不当利益的申请，
作出驳回决定。

从 18 岁戍边烈士陈祥榕为代表的
英雄官兵，到“奋斗者、正青春”的新时代
弄潮儿，中青报近些年一直深度关注，进
行可视化报道，如《我站立的地方》《巡逻
王》《辽宁舰上的青春誓言》⋯⋯

目前，中青报正在以“可视化”改革为
切入点和发力点，加速做强新型主流媒体
步伐。在以敬畏之心仔细审视“清澈的爱”
时，发现其更加深层、丰富的外延和内涵，
在不断发现、参与、记录和奋斗的过程中，
反省改过、自我革命，努力去感受、学习、
体悟、分享、坚守这样一份信仰之光照耀
的“清澈的爱”，哪怕我们始于足下，从爱
的“信任”“信用”“信心”做起。

没有客观理性、实事求是、宽容包容
的科学精神，没有“决不向恶妥协”“追求
真善美”的青春上善好活法，没有协同创
新融合、一起向未来的齐心协力，我们都
很难真正看见和接近“清澈的爱”。

尽管这份爱其实是每个人都本来具
有的，但恰恰是在与其他人、与社会建
立种种“关系”的过程中，迷失在被欲
望和利益污染、被戾气和偏见裹挟的氛
围里——而让清澈的爱可视化，首先是
要让“人之信”可视化。

几千年前的孔子就对“信”极为重
视，《论语》中“信”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之一。印象最深的一个，是孔子回答子贡
问政时指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 3
个基本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
信是最重要的。

《说文》 解释：“信，诚也。”《中
庸》 对“信”与“诚”作了更“可视
化”的论述，今天译过来就是：从容不
迫地达到中庸之道，这种人就是圣人。
做到诚信是做人法则，只有选择至善道
德并坚定践行，才叫明晓善，明晓善才
能自身心诚，心诚才叫真孝顺，真孝顺
才叫真信任朋友与同事，信任朋友与同
事才能取得上级信任，才能真正取信于
民，参与好国家治理。

“敬事而信”“信以成之”几乎是儒
家对于做事业能成功的最重要条件之
一，而古今中外，莫不以彼此互信共事
才能一起学习成长为准则。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就说过：“单个的人
是软弱无力的，就像漂流的鲁滨逊一样；只
有同别人在一起，他才能完成许多事业。”

可视化协同创新融合的目的是什
么？做一些好报道、好产品，讲一些好故
事，当然是职业的需要，但我们从事的是
一门职业，更是一项事业，是一项“让清
澈的爱可视化”的高尚事业。

但对于问题、毛病、私欲等还不少的
我们，让清澈的爱“可视化”，可能还是要
反躬自省，包括善意的提醒、批评和帮助，

不用担心自己的“贡献”别人不知道，也不
用奢望绝对公平的“回报”，只有通过相对
更加透明、共享、公正的“可视化”协同创
新机制，在彼此“信任”和“信用”构建过程
中，增进相互尊敬、理解与沟通，在高质量
高效能的一体化融合中，一起获得更多成
长和收获，携手走得更长远！

比如说，若抱着“狗咬狗”或人人为
我的态度工作、生活，那么你会把周围人
都当作自己的威胁和对手；你不会做到
诚实，更不会付出一份信任，当然也很难
从与他人的交往中得到乐趣。不要高估
了自己的“聪明”，你的不当或过度竞争、
敌意，会引起周围人不信任你，偶尔有
意、无意地用一些令你恼火的行为来检
验你的意图，于是不久更发现自己的确
身处一个“狗咬狗”的气氛中——这种气
氛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你自己造出来的。

如果你一直怨恨地只把责任推卸给
别人、一直唠叨地只是诉说“别人”的坏
话，而从不反省自己，更不愿打破自以为
呕心沥血构建的“藩篱”和“壁垒”，迟早
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在“怨恨”“藩篱”
和“壁垒”，会反噬伤害自己，于是“狗咬
狗”更成了一种无法劝和的恶性循环。

所以没有一种基本的“信任”，我们很
难去尝试用行动和实践构建一种“信用”，
因为真正做事、付出、贡献建立起来的“信
用”，反过来又成为新的“信任”之因。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无论我们愿不
愿意，各种“关系”的发生、链接和关
联是必不可免的，甚至某种意义上互联
网的本质就是人与人之间在构建“关系”
之网，延伸到所谓区块链、元宇宙之中，
都是试图用更加共享透明、科学理性、公
平公正的“关系”链接方式，把“信任”和

“信用”能够更好地引入“关系”之网中，
正如用道德和法治让“关系”之网更加清
澈，而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从而提升
人的生活的意义——而本质上如黑格尔
主张：我们所有人都业已被一种无所不
包的精神联系起来，可以通过彼此更好
的沟通、理解，打破壁垒、求同存异、取长
补短、一起成长。

“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
可视化协同创新融合创造的大家庭、大
学校的良好氛围，让我一面感到充满幸
福感、紧迫感；一面充满惭愧，检视自身，
不敢懈怠，不能辜负那一份份信任。

是的，工作和生活的意义，正是因
为“信任”“信用”，而不断增强活出精
彩、活出价值的“信心”，从而能够在
最平凡最普通的岗位，也能品尝到“信
仰”的味道——清澈的爱。

让清澈的爱可视化

我们积极配合共青团基层组织改革工作，通过全面

打造“元气青年”团建品牌，开展“团建助企”“社区青春

行动”“我为青年办实事”等活动，进一步织密共青团联系

青年的组织网络，用好青年干事、青年社区领袖、青年志

愿者等社会化力量，凝聚团员青年强大合力，要千方百计

为青年办实事、解难事，主动想青年之所想、急青年之所

急，为青年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让广大青年真切感受

到党的关爱就在身边、关怀就在眼前！江 苏 省 苏 州 市 相 城

区 元 和 街 道 团 工 委

副书记 陆泓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