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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9-2020年度国家奖学金名单新鲜出炉，复旦大学共有179名本科生和424名研究生获奖。好学上进、与
真理同行，他们是奖学金的获得者，更是脚踏实地、追求卓越的青年。其中3位获奖者分享了他们的故事。

青年报通讯员 温瑞琪 徐源 徐俊逸 记者 刘昕璐 受访者供图

603名复旦学子获得2019-2020年度国家奖学金

来看复旦学霸如何“开挂”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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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分配的优化
志愿抗疫的担当

刘佳兴

连续两年获评国家奖学金，四年绩点综合排名

第一，在复旦一路走来，余愫对“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这句话深有感慨。

志愿服务抚恤临终者
大一寒假期间，余愫的母亲不幸因病离世，这

对她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原本对理论和机制更感
兴趣的余愫逐渐对生老病死的问题产生了更多感
性认知，使得她最终由基础医学转专业到了临床医
学。

大二开始，余愫加入了复旦生命关怀协会社
团，参与安宁疗护、陪伴青年罕见病患者等活动，去
病房和患者、家属聊天，帮助他们搜集健康资讯或
医疗政策。“奇妙的是，我做志愿者有段时间的一位
帮助对象长得特别像我妈妈。”在冥冥的巧合中，她
自己的心灵仿佛也得到了抚慰。

在生命关怀协会的经历引发了余愫的思考，
促使她作出从单纯参与志愿活动转变到组织志愿
活动的决定。随后，余愫和同学们在枫林校区发
起临终关怀志愿服务。他们设计了一个名为“生
命绘本”的项目，通过与养老院的老人们多次深入
交流，了解到他们的生平故事，用各种年轻化的形
式将这些素材制作成绘本，最后送给老人。

医学知识帮助更多人
余愫曾对伙伴们说：“我们都是医学生，设计

这些项目不是跟谁去比有多好，而是自己要反过
来想它们对医学生真的有吸引力、有帮助吗？”她
认为，医学不同于其他生命科学，其核心不仅仅是
探索和发展，更在于提供帮助和时常安慰。对于
医学生、尤其临床医学生而言，如果在真正穿上白
大褂前没能实践参与这些志愿活动，或许会留下
一些遗憾。

对余愫而言，做志愿服务也是一种“放松”。去
年返校后，她还参与了复旦上医的抗疫主题原创话
剧《山河无恙》，饰演一名小护士，从八九月份就开
始了熟悉剧本，和主创团队一起，再现抗疫一线惊
心动魄、感人肺腑的故事。

赤子之心不灭，因为学医，让余愫的未来有
了更多的期待。目前，她已经通过复旦首批“卓
博计划”学员选拔，将在医学院继续完成博士学
位。在以后，她希望能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帮
助到更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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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关怀的温暖
赤子之心的展望

余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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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绩高手的书虫
人文学子的标兵

曹禹杰

在复旦本科学习中，曹禹杰继承中文系严谨笃

实的学术传统，坚持好学力行的求知态度，在阅读

中探索人生和世界的可能性。他是三年读书700

余册的“书虫”，在2019-2020学年里，获评国家奖

学金及复旦大学优秀学生标兵。

良好作息带来好运气
曹禹杰很害怕“满绩高手”的标签。“4.0只是一

个没有温度的数字。”作为人文社科的学生，他觉得
绩点只是大学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冰冷数据
背后，他更看重一门课程最后是否能给自己的成长
带来新的、异质的经验。

“我比较愚钝，常常事倍功半。”谦虚的曹禹杰
将自己的满绩归因于“好运气”。但在“好运气”背
后，是他每天坚持早晨六点半起床晚上十一点睡觉
的良好作息、反复温习与批注的文献和书籍。

对于中文系的本科同学而言，基础知识的储备
和积累至关重要。曹禹杰为了更好掌握课内所学，
从入学开始就坚持“三遍学习法”：上完课当天或第
二天早晨先整理课堂笔记，周末复习一遍，下周上
课前再温习一次。

丰富多元的通识教育和专业学习令曹禹杰获
益匪浅，但是他不愿意止步于此，“在我面前的世界
已够宽广了，但我似乎还得一个更宽广的世界。”沈
从文在《从文自传》的诉说一直激励着曹禹杰，以文
学和阅读为工具，不断拓宽人生的边界，发现更加
真实的世界。

热衷阅读霸榜图书馆
作为走读生，曹禹杰每天上下学需要耗时近两

个小时，所以他也习惯于在地铁上阅读。“有一段时
间，我每天都要带着七八本书，常常是去学校的路
上翻一本，回家的时候再看另一本。”

除了读书，曹禹杰也很喜欢触摸纸张的感觉。
去年5月，在图书馆借阅流通服务逐步常态化以
后，他通过馆际互借系统借阅图书三十余本，位居
图书馆借阅榜首。除此之外，曹禹杰还热衷于买
书，去年仅用半年时间就填满了新买的书架。

目前，曹禹杰已经获得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
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推免资格。在未来，他希望自己
可以阅读更多的书。快乐且包容、自由且开放，曹
禹杰期待自己向上发展，同时愿意扎根于人海，揭
开世界的面纱，做一个真正的人文学子。

2019-2020 学年华为奖学金，上海市“青春力

量·责任担当”志愿抗疫优秀案例“二等奖”、复旦大

学优秀学生标兵……来自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的

刘佳兴，是这些奖项的所有者。

主动请缨加入技术队
在刘佳兴看来，优秀体现着一个人或团队在群

体中的突出价值，表现在社会价值和自身价值两个
方面。而如果一个人可以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进行有机结合，把握事物的本质并充分发挥主观能
动性，就可以做到优秀。

实现个人价值，是刘佳兴对自己的要求。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在突出的供需矛盾下，上海
市亟需一种科学的口罩分配方案。了解到这个情
形后，由公共卫生学院和计算机学院学生组成的海
宇技术攻关团队向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请缨，请求提
供分配方案。刘佳兴也主动加入，希望可以在技术
支持上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梳理数据保证公平性
在公共卫生学院教授罗力的指导下，他们在短

时间内搭建了口罩预约配售系统。这一系统服务
了上海市 2500 万左右人口、6077 居（村）委会、
1182家指定药店等，提高了口罩资源分配效率。

刘佳兴回忆说：“由于数据收集流程冗长，我们
基本上到晚上才能拿到完整数据，因此时常需要熬
夜到第二日凌晨四五点才能完成工作。”作为技术
负责人，他身先士卒，在克服数据处理复杂、人手不
足和系统需求不断追加等种种困难之后，抓紧每分
每秒，开展了系统设计、人员分工和服务搭建等工
作，力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完工。

在这样一种高度紧绷的状态下，刘佳兴难免感
到疲惫。然而，即便如此，他也会反反复复地确认
系统功能是否无误，保证次日的口罩分配工作顺利
进行。这样的坚持在2个月后看到了成效——口
罩的供给配售逐渐步入正轨，市政府对该系统也作
出了积极的反馈。“按照我们提供的配额方案，药店

人员会将一只只口罩公平、高效地交给每位居
民。”他说。

刘佳兴将其称为自己 2020 年的高光时
刻，“想到能够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研发口罩

系统，在疫情期间辅助上海市的精细化管
理，我感到由衷的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