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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读再考只为医学钟情
王明久原本是交通大学机动学

院学生，高考那年，发挥“失常”，但是
读了一年大学，王明久还是决定听从
自己的内心。因为一些限制的原因，
王明久没法通过转专业的方式进入
医学院，于是他做了一个决定——退
学、复读高三、重新高考。这个代价
在外界看起来着实不是一般的大，但
王明久觉得，如果不这样，恐怕将来
自己后悔得更加厉害。

王明久说，因为倾羡爷爷治病救
人的妙手，从记忆尚且模糊的孩童时
期，成为一名医生的理想便扎根在了
心底。然而当高考成绩公布的那一
瞬间，曾经的梦便破碎了，于是，他听
从父母的建议填报了一个并不喜欢
的专业。起初认定只要自己肯吃苦，
一切的一切便都不是问题。大学第
一年的时光中，他尝试了一切让自己
接受现实的方法，可都收效甚微，终
于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他明白对这
个专业是时候说再见了。“我必须去
选择自己热爱的事情，于是，我不顾
所有反对的声音，重新回到了高中，
重新开始高三平淡而充实的一年。”
王明久说，朝着梦想进发的时刻，内
心其实是快乐和甜蜜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明久又回到

了填报志愿抉择的岔路口。曾经的
经历提醒着他如今要学会谨慎思
考。思来想去，交大严谨的治学氛
围，开阔的视野以及医学院百年的辉
煌历史都更加吸引着他。录取结果
公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临床医学
五年制英文班，重新回到交大。“愿我
永远怀揣着年少时候的梦，在交大勇
往直前。”王明久说道。

愿将青春献给医疗事业
除了他，还有许多医学生信念坚

定。毕业于上海风华中学的陈心如
说，已经“入坑”的学长学姐们一直“告
诫”后辈，别的职业要么有假期、要么
有高薪、要么有保障，干我们这行的，
只能靠信仰了。对此，陈心如深以为
然：“每个人信仰不同，全看自己觉得
值不值得了。”她说，在高三以前，她埋
头苦读，一直认为这是为了一个美好
的“未来”，却从没想过到底要个怎样
的未来，没有任何规划，没有任何理
想，就是那么一个无聊的空壳。

直到在升入高三前的暑假，表哥
军训前确诊胰腺肿瘤，全家都提心吊
胆地等着病理分析结果，但为了照顾
小陈的情绪，能瞒的就瞒，还说手术
后就能康复，愣是把她糊弄过去了。
能和哥哥一起考上交大一直是自己
的梦想，她一边祈祷哥哥可以恢复健

康，一边紧张地复习应考。直到有一
天，从妈妈口中得知，长在胰腺上的
肿瘤99.9%都是恶性的……“简直难
以想象，在这段最难熬的时间里，家
人都是如何提着心过日子的，而更令
我内疚的是，我不仅对此一无所知，
而且无能为力……这种无助感，让我
冥冥中总觉得，自己要做些什么。”

陈心如的爸爸成了一个引路人，
他也许只是不经意提起：做个医生
吧，这是真才实学，是拿在手里的真
本事。没想到，这却在女儿心底悄悄
埋下种子。“幸运的是，我的表哥健健
康康地重新去参加军训了，我十分感
谢还给我一个蹦蹦跳跳的哥哥的彭
承宏医生！感谢且崇拜！就这样，做
一个医生，成了陈心如的理想，而考
上交大的医学院，是她的第一步。

“妈妈心疼我吃苦，还担心医患
矛盾，但正如我深信的，每个人信仰不
同，全看我觉得值不值得。我想，这个
答案已经不言而喻。”陈心如说，“医生
是用手术刀和死神争夺生命的使者，
我愿意将青春奉献给医疗事业。”

青年报记者获悉，昨天的交大医
学院除了开展新生入学仪式外，还进
行了授予医学生白袍仪式、新生宣
誓、师长寄语和话剧《清贫的牡丹》的
观摩，以此坚定和鼓励医学新生的医
学梦想。

开学做青春手账
为学习制定规划

本报讯 记者 周胜洁 手账是记
账的账本，是日记本，还是厚厚的剪
贴本？有手账达人表示，手账可以包
含以上所有功能，可以规划生活，能
成为使用的人想要的样子。昨日，由
普陀团区委主办的“开学季 青春手
账”在青年中心举办了第一期活动，
一共30个名额第一时间报满，现场
更有不少母亲带着刚开学的孩子前
来学习，学习手账的任务管理，培养
孩子的学习好习惯。

亲子一起学习手账制作
桌上放着彩笔、贴纸、彩色胶带，

参与者面对面围坐在一起，他们拿出
自带的手账本，在手账导师马畅的介
绍下，与手账来了一次两小时的亲密
接触。

上小学四年级的小西在她带来
的日记本上贴上了彩色胶带，从小学
二年级起，小西就有记日记、涂鸦的
习惯，在她的本子上已经有了水果
图、向日葵、卡通女孩等铅笔画作。

母亲马女士说，对于手账她们
是“零概念”，直到看到微信推送报
名才发现女儿喜欢的涂涂写写就是
手账的“雏形”。她觉得四年级的孩
子也应该开始学习如何制定学习计
划、管理时间，所以她希望女儿能学
习手账的任务管理能力，“比如老师
介绍手账的to do list板块，将一天
要做的事情列表，这和孩子每天记
作业备忘录一样，她可以把每天要
做的作业列出来，每一项前面也画
个框，完成一项打个勾，提高学习效
率。”学习是枯燥的，如果能把学习
笔记和做手账一样，记得有意思，让
女儿体会到学习的快乐，这是马女
士最愿意看到的。

在现场，还有两位母亲也带着刚
开学的孩子前来学习手账制作。

把记事变得有趣有规划
作为手账导师，昨日，“85后”马

畅展示了自己目前在记的四本手账
本，还有两款胶带、各色笔、小盘的颜
料等随身工具。她说旅行、美食、自
我管理、读书学习都能成为手账的内
容。马畅平时从事数据分析工作，早
在高中时她就有记事的习惯，2013
年接触手账后她才发现，记事也能变
得有趣、有规划。

如今马畅用生活手账记录生活
小事自己感悟，用工作手账制定工作
实施计划，“我觉得手账能将思想具
象化，留下的图文都让过去的事情有
章可循，是对自己生活的总结沉淀，
对时间负责。”

而小朋友接触手账，马畅觉得可
以从任务管理开始学习，“手账可以
帮助规划，小朋友可以学习记录每天
发生的事，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此外
家长也可以和孩子一起，规划在家时
间，“吃完晚饭到睡觉前该做些什么，
都可以自己设定计划记录在手账中，
培养孩子按计划做事情的习惯。”

普陀团区委表示，目前喜欢手账
的青年不在少数，他们会在接下来的
一个月内推出“开学季·青春手账”活
动，涉及手账沙龙、手账集市、手账制
作入门课程、手账分享会等，以兴趣
来吸引、服务青少年。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本报讯“我想学习上海农业怎
么做互联网转化”、“发展农业不止靠
种，还要学习怎么和旅游产业结
合”……在9月10日第一农校开办的

“梦想庄园”新型职业农场主培养计
划第一期开班仪式上，25位第一期培
训的青年们互相沟通着想在两年培
训期里实现的“新型农业人才梦”。

“梦想庄园”新型职业农场主培
养计划是由上海第一农校主办，上海
市农广校协办的两年期农业人才培
养项目，面向全国招募学员。针对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第一期学员
的招募面向上海对口支援省市的贫
困乡村招收学员。在与云南文山、贵
州遵义、湖北宜昌等地团组织对接
下，十余位有志从事农业项目的青年

报名来沪学习。
本次参训的学员平均年龄24周

岁，最大28周岁，最小19周岁，半数
为90后。学员中，大专以上学历占
到80%。来自云南文山市的牟同学
一心想做农产品创业项目，大学毕业
后创业失败的他，在当地团委的牵头
下，报名成功并到上海参加“新型职
业农场主培养”项目。牟同学走在崇
明区堡镇生态农业配送中心的农业
创业产业园里，手里一直握着笔记
本，“想记下农业创业园区的亮点，回
去分析农业要怎么做好创业转换。”

在两年的培训里，25 名青年学
员学什么？做农业首先要懂技术。
上海第一农校创始人高春茂介绍，
学员在两年培训期内将先从农业技
能培训入手，在田间一线进行技术
学习，之后会按照每位学员的个人

情况与特点，进行生产、包装、物流
等10个岗位的流转培训，以达到管
理技能的提升。第三块的培养内容
则是定位在农业经营上。在此环
节，培训课程会将农业科技转换率
低的科学研究成果与实际操作对接
起来，提高科研的转换率。第四部
分则是按照每个人的定位，进行商
务谈判等方面培训。

“目标是培养精通现代农业生产
技术的技术专家和精通新型农场经
营管理的新型农场主，并支持学员毕
业后返乡创业，以此带动相关地区脱
贫致富。”高春茂介绍，在两年培训期
间，并不单纯是打造高技术人员，而
是在互联网新业态下，利用崇明区的
有机生态创业圈的成果经验，培训学
员成为有管理经验和创业思维的“新
农民青年”。

爱医究竟有多深？他读完大一退学重新考上医学院

怀揣年少的梦：去做最好的医生
上海交大医学院2016

级新生入学仪式昨天举行，
医学院党委书记范先群说，
医学生要有一种钉钉子的精
神，要有一股拼劲、闯劲、干
劲。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新
生中，不少学生都有着异常
坚定的从医梦想，其中，来自
黑龙江的王明久同学原本是
交通大学机动学院学生，大
一后自行退学，复读高三，终
于在今年重新报考上交大医
学院2016级临床医学五年
制英文班，一圆自己的医学
梦想。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25名青年扎根崇明研学新型农业

医学院新生宣誓。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