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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从山里来，到山里去，将自己得
到的爱，分享给更多的孩子。于是，
今年7月，方宏龙将作为华东理工大
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赴云南寻甸支
教一年。

“在华理，得到的关爱太多了！”
方宏龙开始一一细数起来：“励志计
划”笔试和面试，是华理的校长亲自
带队“送考上门”；入学报到时，是学
校提供的免费机票；提前入学集训，
学业帮扶，提供勤工助学、社会实践
和企业实习机会……

来自陕西延安的方宏龙，就读药
物制剂专业，初入大学时他也曾无措
和迷惘：陕西省的英语高考不考听
力，但在华理，大学一开学就要进行

“听说读写”全方位的英语测试；参加
勤工助学和社团活动，却因为很少接
触过办公自动化软件而无从下手。
其实，不只方宏龙，这也是大部分“励
志计划”学生的“痛点”。

“不让一名学生掉队！”学校的学
业帮扶，给他们带来了信心：提前一
周入学，参加重点强化英语和计算机
课程培训的学习辅导班；大学英语党
支部“结对”帮扶，根据每个人特点，
在听力训练、发音语调、语感的培养
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一系
列的帮扶，不但缓解了方宏龙他们的
困扰，4名学生还辅修了第二专业并
获得学位，其中，3人辅修英语专业、
1人辅修计算机专业。

感受温暖，也将光和热带给更多
的人。“励志计划”学子将爱心播洒：
上海市外国留学生龙舟赛场上，有他

们志愿服务的身影；华理“小蜜蜂义
工队”活动里，有他们整理废旧书籍、
回收废旧衣物的辛劳；华理“爱心宿
舍”活动，有他们为校园环保与绿色
付出的努力；“无偿献血”倡议一发
出，他们又毫不犹豫地撸起袖子……
据崔姗姗介绍，“励志计划”学子参与
志愿服务活动的比例是100℅。

“我的‘西部计划’面试过了，现
在在等体检通知。”6月25日，杭天琳
开心地告诉记者。这一刻，她已期待
很久。

杭天琳来自云南寻甸县，是村里
的第二个大学生、第一个女大学生。
四年前，她给自己定下了一个目标：
成为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务员，改变
家乡状况，尽力让它进步、繁荣。

为了实现目标，杭天琳四年来一
直关注时政，并利用暑假到徐汇区政府
部门挂职学习；尽管具备工程管理和计
算机双专业的竞争力，却一直与《行政
能力测试》和《申论》“纠缠不休”。

然而，运气却似乎一而再地与杭
天琳开玩笑，她的公务员考试之路并
不顺畅。虽然有些气馁，但她不放弃
努力。终于，“大学生西部志愿者计
划”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如果被录
用，也许不会分到寻甸，但能回到云
南，就让我非常开心了！”杭天琳说。

“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
会”，在华东理工大学的舞台上，“励志
计划”学子实现了自我、完成了蜕变。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今年的毕
业典礼之后，首届“励志计划”学子的
人生也由此翻开了新的篇章。

华理学子在上海医药实习期间参加定向活动。 受访者供图

华东理工大学首届“励志计划”的农家子弟交出亮丽答卷

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四年前，刚入读华东理工大学的田恒写下了自己

的目标：不挂科、英语要过四级、回家。四年后，田恒
不但通过了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还以专业总分第一的
成绩保研到上海交通大学。“田恒式”的农家子弟那一
届一共42名，从入学伊始的普遍“基础差且没信心”，
到今年毕业之际大家非但没有掉队，还纷纷交出漂亮
的毕业答卷：12人继续深造，20人直接工作，2人参与
西部支教，1人参加“西部计划”，2人参军入伍归来
……这批“励志计划”首批学子是如何完成“逆袭”的，
记者走进学校予以揭秘。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跟其他同学比，基础差，没信
心。”田恒回首入学之初自己的奋斗
目标。他清晰地记得，自己的入学方
式有些不同——2014年，受益于华
理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实施的农村
学生单独招生的“励志计划”（高校专
项计划），学校为促进入学机会公平、
让更多勤奋好学的农村学子享受到
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开辟了专属通
道。那年，有42名勤奋好学的农村
理科学生通过笔试和面试，在高考成
绩达到当地理工类一本线后，被华理
正式录取。田恒即为其中之一。

从“希望不挂科”到专业第一，田
恒的学习秘诀其实很简单——除了
勤奋，真的没有捷径了。说完这句
话，田恒腼腆地笑了。

田恒就读的是无机非金属材料
专业，刚入大学时，大学物理、高等数
学等基础课都有些听不懂。他告诉
自己，一定要跟上大家、不掉队。听
不懂就课前预习梳理难点，课堂上认
真记笔记、抓重点，课后复习巩固。
就这样，田恒完成了从“不会学”到

“会学习”的转变，信心一步步树立起
来，成绩也一路飙升：从听不懂，到专

业第八，专业第三，再到稳坐专业第
一。

田恒的勤奋，更多地体现在自律
和专注：大学四年，从未缺过一堂课；
为了集中精力听清老师的授课内容，
从未离开过教室前三排的“学霸区”；
每天坚持课外学习两个小时以上，周
末更长达五六个小时；每天早上6点
多起床，为了保证充足的精力，甚至
养成了在吵闹环境中入睡的习惯
……

“就是践行了华理‘勤奋求实、励
志明德’的校训精神。”虽然被保送到
上海交通大学硕博连读，田恒并不觉
得自己是“学霸”，反而对未来多了一
份敬畏之心：“做科研是很磨人的过
程，不确定的因素很多，但我会慢慢
找方法。”

像田恒一样，华理“励志计划”的
首届毕业生都相信奋斗的力量：大学
四年中，共有82次人次获得优秀学
生、国家励志奖学金等荣誉和奖励；
在继续深造的学生中，7人以优异的
成绩保研，5人通过自己的努力考研
成功；就业的学生中，1人被世界500
强企业录用……

靳惠宇来自河南南阳，复合材料
与工程专业，担任过2014级“励志明
德班”班长。在靳惠宇的奋斗目标
里，有一条是“独立完成四年费用的
积攒”。四年过去，他很开心自己完
成了这个目标。

“励志计划”学子都来自边远、
贫困、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压力是
他们成长路上的一道拦路虎。为
了免除家庭贫困学生的后顾之忧，
华理优先为他们提供勤工助学岗
位，让学生“入校即上岗”。据华东
理工大学学工部副部长崔姗姗介
绍，首届“励志计划”学子中，有 31
人参加了勤工助学，靳惠宇就是其
中的受益者。

“学费是用助学贷款，生活费全
部由我自理。”靳惠宇算了一笔账，通
过勤工助学和暑期兼职，他大约挣下
了4.2万元工资，加上助学金、奖学
金，大学四年，没有花家里的一分钱。

除了靳惠宇，很多同学都选择将
勤工助学“进行到底”：方宏龙只在大
一开学时从家里拿过一万块钱；杭天

琳连续三年被评为华理勤工助学实
业集团的“优秀员工”；张欢欢现在还
担任着徐汇校区报亭的经理……

如果说勤工助学使“励志计划”
学子迈出自强第一步，“上海医药雏
雁励志明德俱乐部”的成立则使他们
更加自立。

2015年，华理与企业合作成立
了“上海医药雏雁励志明德俱乐部”，
希望搭建平台，将“励志计划”学生聚
在一起，凝结成一股力量。靳惠宇、
方宏龙等都是首批建设者，在筹建俱
乐部的八个月里，他们熬过通宵，有
过失落和困惑，但最终团队一起完成
了俱乐部章程、活动方案的制定，以
及会徽、会旗和会员成长记录手册的
设计。

俱乐部成立后，靳惠宇担任俱乐
部第一届理事长、方宏龙担任副理事
长、杭天琳任秘书处部长，负责组织
开展学习交流会、礼仪培训、志愿义
工服务、校企共建等活动。现在，方
宏龙则成为了俱乐部的“指导老师”，
手把手地向学弟学妹们传授经验。

2014年，华东理工大学面向边

远、贫困、民族地区县及县以下中

学推出“励志计划”，自主选拔勤奋

好学、成绩优秀的农村理科学生。

至今，“励志计划”已惠及253名来

自云南、贵州、四川、安徽、河南、河

北、陕西等省份的农村学子。

华东理工大学将“励志计划”学

生组成“励志明德班”，鼓励他们争

做“勤奋求实、励志明德”的华理

人。在培养模式上，通过资助前移、

慰问到家，点燃“励志明德班”求学

梦想。在得到“励志计划”录取学生

名单后，安排教师逐个与学生电话

联系，传递学校关怀，重点说明新生

报到时“绿色通道”和“励志计划”学

生集训事宜；并通过寄送《资助宣传

手册》和《给家长的一封信》让学生

及家长全面了解华东理工大学各项

政策。考虑到“励志计划”录取学生

地处偏远，家庭经济困难，华东理工

大学专项资金给予路费补贴；学校

派相关老师带队前往安徽、河南、云

南、河北、四川等地家访，了解学生

情况和家庭经济情况。学生进校

后，则优先安排勤工助学岗位。同

时，开展主题教育、校企联动，助力

“励志明德班”顺利起航。

未离开过教室前三排的“学霸区”

勤工俭学自强 成立俱乐部更自立

感受温暖，也将光和热带给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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