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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儿时起，东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硕

士 研 究 生 李 明 码 便 向 往 “ 知 识 改 变 命

运”：小学二年级起，他背着比自己高半

头的书包，提着半路取暖的火炭盆，往返

12 公里的山路去坝子里上学；等年级高

一 点 ， 下 了 晚 自 习 ， 他 也 不 愿 离 开 自 习

室，校长特批他晚自习结束后可以继续使

用教师办公室，他干脆时不时在办公室过

夜⋯⋯

功 夫 不 负 有 心 人 。 2015 年 ， 李 明 码

从位于西南边陲的云南临沧山区考入东南

大学。

前 不 久 ， 李 明 码 刚 刚 荣 获 2021 年

度 “ 中 国 大 学 生 自 强 之 星 ” 标 兵 称

号 。 近 日 ， 在 中 国 青 年 报 “ 陪 你 慢 慢

变 好 · 迎 春 到 ” 跨 年 可 视 化 联 播 活 动

中 ， 一 个 个 跟 李 明 码 一 样 ， 自 强 自

立 、 不 懈 奋 斗 的 青 春 榜 样 ， 跨 越 屏 幕

来 到 了 我 们 身 边 。

他 们 当 中 ， 有 的 人 刚 刚 获 得 “ 中

国 大 学 生 自强之星”标兵称号，有的获

得“全国最美教师”称号，有见义勇为、

躬身志愿服务的有志青年，有投身抗疫一

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退伍大学生，

有同病魔抗争、终重返校园致力科研事业

的有志青年，有回馈社会、扎 根 基 层 教

育 的 支 教 老 师 ⋯⋯

一个个奋斗在不同领域的中国青年，

用自己的真实经历，为自强青年绘制着不

同的底色。

绿色：千磨万击还坚劲

我 国 首 位 聋 人 语 言 学 博 士 郑 璇 ， 在

两岁半那年，因为一场感 冒 发 烧 注 射 药

物 过 量 ， 她 的 世 界 被 按 下 了 静 音 键 。

父 母 带 着 年 仅 两 岁 的 郑 璇 四 处 求 医 问

药 ， 高 压 氧 舱 、 中 医 等 都 尝 试 了 一 遍 ，

但 神 经 性 耳 聋 是 绝 症 ， 目 前 在 医 学 上 无

法治疗。

父母为郑璇戴上了助听器，并开始一

个拼音、一个词地教。慢慢地，郑璇学会

了开口说话。到了入学年龄，郑璇进入普

通学校读书。父母和老师沟通，让郑璇坐

在第一排中间的位置，这样可以通过看老

师的唇形理解讲课内容，下课后再借同学

的笔记学习。

每天放学后，父母帮郑璇复习功课，

再预习第二天的课程。郑璇小学一年级开

始写日记、写作文，二年级就在杂志发表

文章。

就这样，她在高考中通过千军万马，

成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后来又去复

旦大学攻读博士。现在的郑璇是北京师范

大学教育学部教授，承担了通用手语教学

和科研的任务。

无论生活多么艰难，郑璇从未逃避，

而是拼命向上。

尹 文 心 的 遭 遇 和 郑 璇 类 似 。 2019 年

10 月，正在吉林大学读大三的尹文心被

确诊为恶性骨肉瘤。这个入学以来学习成

绩始终保持专业第一的学生，不得不选择

休学。

面对突如其来的病魔，尹文心没有逃

避畏惧，而是积极配合治疗：化疗的严重

副反应让他呕吐不止，毫无味觉，但他每

天坚持正常进食；手术切去了几乎整个右

股 骨 ， 换 上 了 人 工 假 体 ， 落 下 了 终 身 残

疾。经过疼痛难忍的康复训练，现在的他

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走路。

经过 2 次手术和 16 期化疗，尹文心出

院 重 返 吉 林 大 学 。 复 学 第 一 学 期 修 读 了

14 门课程，尹文心均取得了满绩点，均

分 96.36。

自强不只是笑对生活的苦难，还有面

对困难时的坚韧。

数十家酒店的餐饮服务、一天 16 小

时工作量的工厂流水线、夜班几卡车的顺

丰快递分拣⋯⋯李明码都体验过。

上大学后，李明码靠国家助学贷款、

各类奖助学金以及勤工俭学，独自承担了

自己和父亲几乎全部的学习生活及医疗费

用。

“这算什么，以后还会有更难的等着

我。”遇到困难时，李明码总这样给自己

打气。

红色：玫瑰赠人手余香

出生于广西少数民族偏远山区的许继

聪，曾经渴望走出偏远的山村。在进入厦

门 大 学 后 ， 他 却 选 择 奔 赴 宁 夏 西 海 固 地

区，以支教老师的身份，在大山深处的三

尺讲台上播种梦想的种子。

作为厦门大学第 21 届研究生支教团

团长，他带领支教队筹集助学善款 10 万

余元，资助 300 余名贫困学子，为 995 名

困难学生募集生活和学习用品，并在支教

地成立首个支教奖学金。

许继聪并不孤单，在反哺社会、帮助

他人的道路上有更多的青年伙伴同行。

成长路上承载着全社会关心和帮助的

李明码，希望有朝一日能学为民用，以己

之 会 ， 解 民 所 忧 。 利 用 寒 暑 假 回 乡 的 时

间，李明码用所学专业知识积极参与志愿

服务。他还从每个月为数不多的兼职收入

中，挤出 200 到 400 元帮助山区家庭困难

的中学生。

2021 年 国 庆 期 间 ，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工

学院硕士研究生徐正航和好友在旅游途中

突遇一对陷入险境的落水母子。

徐 正 航 本 能 地 伸 出 援 手 。 他 跳 进 水

中，在连呛数口水的危急情况下依然拼尽

全力，将母子二人往岸上托举。最终，母

子二人得以脱险。徐正航是勇救落水母子

的“无畏者”，是学生眼里亲切的“暖男

辅导员”，是站在北京冬奥会舞台上躬身

志愿服务的新时代青年。

和徐正航一样，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青年先锋队”队员位小风在遇到

突发事件时义无反顾，向他人施救。

在遇到小女孩掉进老式茅厕时，她顾

不上臭气熏天的味道，纵身跳入粪坑，救

出女孩。当她发现孩子嘴唇发紫，昏迷过

去，又给孩子做心肺复苏，直到孩子吐出

脏水，逐渐苏醒她才起身离开。

还有更多青年以不同的方式践行自己

的青春担当。

杨 昌 雷 是 上 海 电 力 大 学 的 一 名 退 役

大 学 生 士 兵 。 尽 管 已 经 离 开 部 队 ， 但 入

伍 誓 词 中 的 “ 全 心 全 意 为 人 民 服 务 ” 早

在他心上扎了根。

2022 年 3 月 ， 上 海 疫 情 突 如 其 来 。

杨 昌 雷 第 一 时 间 发 起 号 召 ， 组 织 成 立 了

上 海 电 力 大 学 杨 浦 校 区 退 役 士 兵 志 愿 者

突击队。

核酸检测现场维护秩序、校区学生送

饭、转运物资、楼层垃圾的处理搬运、校

区气泡安全维护等任务都能看到他和同伴

们的身影。

整整 71 天，长达 284 个小时的志愿服

务。“若有战，召必回”，是这位退伍老兵

对入伍誓词最生动的写照。

金色：宝剑锋从磨砺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周晓辉曾在大三时

投笔从戎。700 多天的军旅生涯中，他参

与过抗洪抢险，足迹踏遍东北边疆。

退役之后，周晓辉回到学校，并以大

学 生 创 业 者 的 身 份 ， 创 办 军 旅 文 化 平 台

“一号哨位”，为中国军人传播正能量。不

少 老 兵 通 过 “ 一 号 哨 位 ” 讲 述 自 己 的 故

事 ， 也 不 乏 有 青 年 通 过 这 扇 窗 口 了 解 军

营，进而走进军营、扎根军营。周晓辉因

此被表彰为全国模范退役军人。

如今，他依然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同

走 在 这 条 路 上 ， 截 至 2022 年 ，“ 一 号 哨

位”已经在各大平台积攒了超过 1000 万

关注者。

每位青年都在用实际行动追梦。

“黄发垂髫怡然自乐”，是攻读流行病

学的李明码的终极梦想。疫情期间，李明

码被紧急抽调到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急传所 A7 实验室，成为东南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援省 CDC 战疫先锋队的队长，梳

理了 400 多个本土病例的基因序列，个人

志愿服务工作总时长达 429 小时。

自强青年中，有人用专业守护生命健

康，也有人用热忱打造铸魂工程。许继聪

就让自己成为那块改变命运的“屏幕”。

支 教 期 间 ， 许 继 聪 创 设 “ 海 洋 云 课

堂”，连线厦大“嘉庚”号科考船，让黄

土 高 原 上 的 千 余 名 中 小 学 生 云 “ 看 海 ”。

他 由 此 开 启 “ 南 强 名 师 云 讲 堂 ” 系 列 课

程，把更多课程通过屏幕引进大山。透过

许继聪的这扇窗，宁夏西海固的孩子们看

见了远方的世界。

有 的 故 事 比 一 个 人 的 成 功 更 让 人 感

动，比如去帮助一群人。

聋人博士郑璇从复旦大学毕业后，走

上特殊教育的讲台，把推进聋人无障碍沟

通作为毕生事业。她曾通过孔子学院，到

美国的一所聋校教美国孩子学习中国的手

语，并教那里的孩子做风筝、打太极拳、

扭秧歌、做蛋炒饭、泡中国茶，传播中国

文化。

青 年 的 奋 斗 方 式 是 多 元 化 的 。 2022
年的夏天，北京大学的张远鹏直博到母校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专业，继续他在科研

旅途上的征程。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北大滑雪冠军。

这位斜杠青年在大学里成为滑雪队的

一员，刚开始从落差三四百米的赛道顶端

往下看也打怵，在高速的回转中也经历过

无数次跌倒，但当冠军奖牌挂在项上，他

知道所有的陡坡都能被闯过，所有的摔倒

都值得。

“ 成 长 路 上 ‘ 低 姿 匍 匐 ’ 蓄 过 的 力 ，

就是此刻照亮前方的光。”无论遭遇过多

少艰难、勇闯过几道关卡，在自强青年那

里，“打不倒我的终将使我强大”。

有自强之青年，才有强盛的祖国。

自强青年，不止有一种底色

2021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许继聪在

宁夏西海固山区支教时与当地学生自拍。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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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 刚 结 束 的 2023 年 全 国 考 研 ， 报 考

人数突破 474 万。选择、竞争、挣扎、苦

读、奋斗，这是无数考研人的故事。在每

个考研人的讲述中，都有一个必须努力的

原因，也许是为了弥补本科的缺憾，也许

是出于同辈压力，也许是为了梦想的一次

再出发。

对此，几位去年走完考研季的同学谈

起了自己的看法。白一凡是一名统计学专

业的学生，他说考研是一个漫长而又孤独

的 过 程 ， 就 像 是 一 艘 小 船 漂 泊 在 茫 茫 大

海，等待着“上岸”的时刻；谢思阳是一

名去年保研的学生，她说在保研的过程中

曾无数次怀疑自己，但也是在这段过程中

她第一次对自己进行了全面的剖析，重新

认识了自己。

人生本就是一个不断发现自我、挖掘

自我潜力、突破自我的旅程。正如中国人

民大学刘海龙教授所说：“文化意义上考

研是很多人第一次追求主动选择，是一场

成人礼，这可能比考研本身的意义更大。”

考研不只是故事，也是他们的青春。刚

刚举办的中国青年报“陪你慢慢变好·迎春

到 ”跨 年 可 视 化 联 播 活 动 “ 成 长 · 自 强 ”

主题中，“成长”“自强”“展望”“绽放”

四大篇章，带你沉浸式感受青年在成长道

路上的自强故事。

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有这样一支大

学生团队，他们为学习无人机研发知识投

入大量课余时间，他们大年三十在无人机

机库里跨年，他们把几乎所有周末、假期

都留给了“冯如三号”，他们就是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冯如三号”团队。

2019 年 10 月 ， 他 们 创 下 25 公 斤 至

100 公斤级油动固定翼无人机续航时间世

界 纪 录 ， 完 成 我 国 在 该 领 域 零 的 突 破 。

2021 年 5 月，90%成员都是 00 后的团队，

以 80 小时 46 分 35 秒刷新世界纪录。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冯如三号”团队的

李沛杉同学说，航空人的清晨 6 点半，几乎

都是与飞机相伴度过的。但是她们并不怕

苦，现在的科研条件要比前辈们好很多，既

然生在这样的时代，更应该担负起空天报

国的使命。“冯如三号”团队的冯嘉瑞同学

立志未来投身祖国的航空航天事业。

在 当 前 充 满 不 确 定 性 的 时 刻 ，“ 奋

斗”为不可控的生活增添可控因子，不久

前 推 出 的 《为 热 爱 奋 斗 着》 微 纪 录 片 ，

则讲述年轻人在北京的奋斗故事。

北京是一个不会辜负努力的地方，每

一份热爱都会得到回响。在纪录片中，有

人到北京求学，为热爱的事业积蓄能量；

有人在北京工作，把握着城市和企业发展

带 来 的 机 遇 ； 也 有 企 业 扎 根 北 京 30 年 ，

秉承热爱，引领创新，与这座城市同频共

振，见证彼此的高光时刻⋯⋯

有人说 00 后们迷茫焦躁，有人说 00 后

们率性可爱，有人说 00 后们离经叛道⋯⋯

在 不 久 前 的 《00 后 洞 察 报 告》 中 ， 我 们

看到了不一样的 00 后。

他们的个人生活也很有意思：超八成

受访大学生认为自己轻微“社恐”，69.86%

受 访 大 学 生 因 害 怕 社 交 场 面 变 得 尴 尬 而

“社恐”；他们省钱有方，64.61%的受访大学

生都有过“薅羊毛”的经历，甚至因此而感

到一种特别的快乐；他们同样会冲动消费，

近八成受访大学生有网购不实用物品的经

历 ；对 买 回 来 用 不 到 的 东 西 ，有 50.13%的

受访者选择放在角落“吃灰”⋯⋯

的 确 ，00 后 有 更 多 的 独 立 思 考 和 自

主 选 择 。 但 这 并 不 是 说 今 天 的 年 轻 人 是

“自我中心”的，他们在关注个人成长的

同时，对他人、国家和社会的责任也在不

断增强。

调查显示，80.42%的受访大学生表示

关注全国两会。他们不仅对个人发展、婚

恋健康、就业创业等议题兴趣浓厚，也强

烈关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媒介素养等

宏大社会议题。此外，思政课促进 00 后

将个人理想融入中国梦，他们认同“幸福

是奋斗出来的”“激扬青春梦想”，要“为

中华民族之伟大复兴而读书”。

小时候，我们会问，云朵如何产生，

溪水为何流淌。长大了，我们会问，我该

做什么，我想要什么。人生路上，每一个

年轻人都有很多需要解答的问题。面向新

的 一 年 ， 在 中 国 青 年 报 与 知 乎 推 出 的

“2023 请回答”节目中，12 位青年答主面

对 12 个青年问题，尝试给出彼此答案。

已 经 在 社 会 上 “ 闯 荡 几 年 ” 的 嘉 嘉

（化名） 至今仍然记得，当她从大学校园

的 象 牙 塔 走 出 来 ， 准 备 步 入 社 会 的 那 一

刻，满怀憧憬的是一份体面高薪的工作、

一间明亮宽敞的屋子。

“但当我真正拎着行李箱、走出深圳

北站的高铁车厢时，现实对我的考验才刚

刚开始。面试的几家意向公司迟迟没有收

到 offer，科技园附近的房子也只租得起城

中村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单间，重重打击

伴随着焦虑和压力而来。”嘉嘉说。

房子是租来的，但生活不是租来的。面

对墙壁泛黄、家具老旧、拥挤不堪的城中村

单间，嘉嘉拿着扣完房租和生活费后仅剩

的几百块钱，开始了对出租屋的改造。

年轻人该如何打理自己的现实生活场

景？对于这一问题，嘉嘉的答案是：“无论我

们动手能力怎么样，即使是添置绿植鲜花、

换一个桌子这样简单的改动，都能在我们

疲惫迷茫时，因为这些被在意的生活细节，

从中汲取力量去迎接人生下一个关卡。”

2023 年即将来临，每一位 00 后的生

活都在继续，成长道路纵然曲折，但终有

绽放的那一天。

00后的2022年，这样走过

2022 年 2 月 20 日，北京，2022 北京冬奥会闭幕式，志愿者代表接受表彰与感谢。 视觉中国供图

□ 黄 帅

2022 年 的 故 事 即 将 落 下 帷
幕，这一年，你我共同度过了一段
怎样的时光？让我们回溯往昔，来
看看这一年的青春故事吧，看见闪
光的自己，看见美好的成长。

我们已经看到，有很多充满梦
想的年轻人，在各自领域耕耘与奋
进。有人走入祖国的山山水水，他
们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突破天险
与技术的限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
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不论
是大国工程还是国之重器，都凝结
着年轻人的智慧与汗水。有人来到
乡村基层，进入大山深处，我们不
断寻觅着“一百个张桂梅”的故
事，不断看到乡村教师在一线的无
私奉献。他们也都曾经在校园中苦
读，在社会上历练，与我们每一个
年轻人一样，都过着平凡的生活，
却未曾放弃崇高的理想。因此，他
们肩负了千钧重担，克服了重重困
难，在坚实的土地上，在希望的蓝
图上，书写着一幕幕动人的篇章。

还有那些毕业后返乡的年轻
人，他们在基层发挥着自己的才华
与学识，开展电商创业，为家乡的
土特产代言。一棵棵结满果实的树
木，一点点认真的积累，一次次辛
苦的直播⋯⋯网络直播技术为这些
年轻人的梦想插上了翅膀，但最根
本的，还是他们有一颗为家乡父老
带来美好生活的愿望，还在于青春
的力量融入了时代发展的洪流——
青年在不懈奋斗的路上，我们的未
来也会越来越有希望。

自立自强的年轻人的故事让人
感动。我们看到，有些年轻人克服
困难， 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又
将青春奉献给社会。比如，在法治
领域，一些学有所成的年轻人，自
觉扮演法治理念的宣传者，在很多
法律相关的领域不断发挥才能，成
为法治之光。有年轻人在喧哗浮躁
的网络舆论场上，向不良言论与行
为“亮剑”，通过志愿服务，让网
络社区更加风清气正。还有在大学
校园里的年轻人，变身“花样反诈
团”，从自己做起，从点滴小事做
起，向周围不断发出正能量，坚定
地 向 诈 骗 之 类 的 不 法 行 为 说

“不”。我们也看见，有一些年轻人
坚守在未成年人保护领域，通过媒
体与法律的作用，悉心保护祖国未
来花朵的成长，为他们建立一个安
全、舒适的成长环境，也需要发挥
青年在法治建设中的能量。

是啊，我们的生活就需要这样
一些青春的力量，或许他们看似默
默无闻，却为我们社会的进步不断
贡献力量。其实，人人都有一颗向
善向美的心，我们从这些青春榜样
里，也能汲取更多青年力量。如
今，我们一同体验“青春上善好活
法”，一起“陪你慢慢变好”，为梦
想而启航。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越
来越自立自强，也一路健康成长。

成长路上，
青春之花灿烂绽放

“青平”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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