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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下成长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我希望现在的年轻
人，能找到坚守星辰大海的理由，找
到鼓足风帆的勇气。”台上，满头银
发的张兴芝对着台下的年轻人们这
么说。在昨天上海市交通委举办的

“上海市交通行业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劳模故事分享会”
上，这位获得2019“中国航海学会
终身成就荣誉称号”的中国第一代
女轮机长，用她的故事打动了在场
所有人的心，掌声迟迟不断。

在船上流过产经受过巨浪
不后悔

张兴芝是最后一位发言者。
这位年近80岁的女轮机长，一辈
子打交道的就是船舶的“心脏”。
被亲切地称呼为“张老轨”。出生
在青岛的她从小就立志要成为“大
海的女儿”。

在船上的23年里，张兴芝流
过产，也同所有的海员都一样，遭
遇过台风和惊涛骇浪的考验，大海
上3000吨的船就如同一片树叶，
她经历过机器故障导致的紧张局
面，但她没有过退缩，有两点她始
终铭记：同舟共济、确保安全。她
告诉在场的青年人，“继续锤炼高
尚品格，练就过硬本领，去追逐梦
想，找出坚守星辰大海的理由，找
到鼓足风帆的勇气。”

更多年轻人走了出来
炼“匠心”

如张兴芝所希望的那样，很多
年轻人如今正成为铁肩担道义的
领头人，在上海的地铁、机场、公
交、出租、路政、邮政、港航、交运等
行业，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他们
的匠心故事也让人激动。

“80后”上海女孩吴娜是上海
机场（集团）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

场公司安检护卫保障部旅检一科
三分队分队长，她分享的关键词就
是“担当”。制服上的肩章从“一条
杠”到“四条杠”，青春印刻了岗位
赋予的责任和担当。

海博出租汽车公司第一分公
司驾驶员丁建章是上海首届最美
的哥的姐，这位“崇明的哥”见证了
上海出租车的黄金阶段。1999
年，丁建章成为上海市第一批五星
级的出租车司机。为了记路，丁建
章车上备着七张地图，上海就有三
张，一张是上海市市区地图，一张
是上海市郊区地图，一张是上海英
文地图。那时丁建章就练就一个
技能，在市区只要说出在什么地方
上车，到哪里下车，有几个红绿灯，
他都可以准确地报出来。“出租车
就是一块城市的招牌。我还有几
年要退休了，我要做到退休，让更
多乘客感受到大上海的这块金字
招牌。”他说。

各地区小朋友升国旗
看国旗活动新疆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国旗是国家
和民族的象征。各地区小朋友升国
旗、看国旗主题活动昨天在新疆喀什
莎车县第三小学举行启动仪式。

活动在雄壮浑厚的国歌声中拉开
帷幕，各地青少年通过沪江互加计划
CCtalk平台看到由6名少数民族学生
组成的护旗方队精神抖擞护卫五星红
旗。红旗在莎车县第三小学冉冉升
起，少先队员们面向国旗庄严敬礼，全
场齐声高唱国歌。主办方同时在莎车
县综合福利中心建立雷锋爱心书屋，
捐赠2000本书籍以及400余件新衣。

据介绍，这些书来自上海市浦东
新区御桥小学的同学们。一次小小
的号召，同学们纷纷捐出自己的课外
读物，并在扉页上写下对莎车小伙伴
的祝福。上海新四军“沙家浜”部队
88 岁的老战士刘石安赠送红色书
籍，并书写寄语，希望进一步继承和
发扬革命优良传统。

篆刻、活字、编织、3D打印

大学生“手书中国”向祖国送祝福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交通行业劳模分享故事

激励年轻人找到鼓足风帆的勇气

一字一世界，一笔
写人生，横竖撇捺是故
事，平平仄仄话中国！
最近，同济大学正在线
上线下同步开展“手书
中国 青春告白”主题
活动，通过不同形式向
祖国送上祝福。记者
注意到，篆刻、活字、编
织、3D 打印都用上
啦。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有国才有家，“中国”两字始终
是我们最自豪的底气。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同济
人齐齐表白祖国，千言万语汇成一
句：我爱你，中国！

篆刻之美在于方寸间见大世
界。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瑞
琪同学在刘辉老师的帮助下，一笔
一刀轻轻刻下了她的名字——“中
国”。他希望通过传统艺术的表现
形式刻下对祖国的满腔热爱，祝愿
祖国越来越好。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同学们在陶艺

课上，在阴佳老师和田唯佳老师的
启发下，他们以“中国”为主题创造
了很多精品。如，将活字印刷术融
入“中国”，通过中国结的编织手法

“写”出“中国”等等。作品里都蕴
藏着很多珍贵的文化精髓，同济师
生以最深的情感向祖国告白。

陶艺课上，建筑与城市规划学
院硕士一年级学生毛瀚章的整个作
品以镜面为底面，“中”字由陶土的
上半部分和倒映在镜子中的部分共
同构成，象征着中国的领陆与领海，
寓意着国家的统一。而“国”字以长
城作为意向，构成了它的外轮廓，代

表祖国的大好河山。毛瀚章说，作
为一名同济学子，希望通过这件作
品来表达自己对祖国的感情。

爱国不仅可以用传统的方式
表达，更有许多具有现代创意的表
现形式。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
院的3D打印实验室里，有一个3D
打印的文本景观。远看是一个城
市建筑群，同学们取名为大江大
河，近看正是“中国”两个大字。设
计创意学院博士一年级张小彤的
作品基于城市建筑和地势地貌高
低起伏的形态，展现近年祖国快速
发展的城市面貌。

在同济大学的校内“主场”之
外，正在云南支教的研究生支教团
同学带着孩子们一起写下“中国”。

同时，同济幼儿园大一班的小
朋友们也在大学生的教导下写下

“中国”二字，画下属于孩子们对祖
国的祝福。这份稚嫩的祝福，在孩
子们的笑脸和歌声中分外珍贵。
附属小学的孩子们也和大学生们
一起，在教室里用毛笔写下“中

国”，齐声表白“我爱你，中国”。
在海外的留学生们也通过网络

参与进来。来自意大利米兰理工大
学和德国科隆应用科技大学国际设
计学院的学生们也发来了手写“中
国”，让这份爱国情大声唱响。

从幼儿园到大学生，从老师到
同学，从校友到留学海外的学生，各
界社会人士，同济人积极响应“手书
中国”活动，将自己对祖国母亲的热

爱之情，深深融入到每一个作品里。
爱国，是最深沉、最持久的情

感，也是最简单、最朴素的行为。
同济大学发起的这一微博话题推
出短短几天，就获得了95.5万的阅
读量，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用属于自
己的方式写下自己理解的“中国”
二字，将自己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之
情，深深融入到每一个作品里，用
奋斗的青春向祖国告白。

支教黄土地海外留学爱国情不变

大学学子创意书写“中国”二字
大学生通过不

同形式向祖国送上
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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