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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春晖

曾有人在网上发问，大学到底
是一个什么所在？网友留言铺天
盖地，读着读着，不禁让人泪奔。
有一句话，得到了最多共鸣，“我们
曾经那么迫不及待地要离开，却又
要花费一生来重返校园。”

言之凿凿。四年前，一纸通知
书，将青春寄送至此，军训，上课，
考级，恋爱……时光好似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四年后，毕业在即，
久逢的人要离去，方知岁月匆匆，
片刻不停。于是恨别，以各种形
式、夹杂各种情愫，致青春，致自
己，致未来。

于学校而言，世界上只有两种
人。一种是在读生，一种是毕业
生。她像一个纵容但又不放任的
母亲，以极大的物质条件和充足的
精神给养，为莘莘学子掌灯，让每
一个他或她寻找人生方向；又以莫
大的包容与勉励，目送一茬茬学子
学成而去，散作满天星光，映照巍
巍穹宇。曾经，学校的接纳是一种
责任；如今，青年的作别是一场告
白。是对大学四年匆匆光阴爱之
不舍的告白，是对母校秉持教育执
念传道授业的告白，更是对珍贵的
今天和多彩的未来的告白。

学校是离开了就不会重归的
所在。一所大学，终归不是一个人
长居之所，在这里得到教育与启
迪，本来就是为了更好地出发。大
学毕业既是真正意义的成人礼，更
是人生旅途重要的分割线，它借助
校园这一物质驱壳，提供给毕业生
极具符号意义的留白，静候每一位
学子用心书写、用情作答。每个人
的毕业表现都是最后一份不计成
绩的考卷，既留在了校园，集中反
映了这个时代的核心价值追求，又
深深烙刻在了每个人心里，影响和
指引着你，如何奔赴远方。

一枚石子落入水中，涟漪不久
便会消失，湖面会再次归于平静；
一颗颗石子接连不断地投入湖中，
湖面早晚会恢复平静，但却会因石
子的层层累积，托起水面的高度。
毕业生，一人之力，或许微小，但放
眼全校乃至全国，却是一股强大力
量，这股力量，表现得当，足以让学
校这潭湖水焕发荣光、提升格调；
表现失当，也会令学校黯淡失色、
受到指责。谁不盼咱家乡好？校
即是“家”，我们从“家”里走出来，
忘不了“家”里的好，也盼着贡献一
己之力，让学校未来会更好，这既
是学校的荣耀，也是每个毕业生脸
上的无上荣光。

更何况，分别的另一层深意，
是让人记取珍惜。很多人，对所就
读的大学，夹杂着复杂的爱与恨。
上学时，日日相见却又日日相厌，
埋怨它、嫌弃它，是因为自己已经
得到了它；毕业后，多年不见却又
时常想念，回忆它、回归它，不希望
它遭受半点诋毁，是因为自己已经
珍藏了它。

鲜花怒马，莫负韶华。天下没
有不散的筵席，精心准备好食材，
让这一桌餐饮合乎脾胃情绪，足
矣。人生是一所没有毕业的课堂，
一程又一程积攒力量，在最该奋斗
的年华，抓住青春的尾巴，怀揣满
腹激情出发，去追寻人生路上的下
一次抵达，才是对大学时代最好的
告白。

把毕业当作
一次告白

□本报记者 衣春翔 韩雪

拍摄毕业照时，见寝室的姐妹轻轻吹开了蒲公英
的种子，王然显得十分伤感，“我们就像这蒲公英的种
子一样，‘噗’地一下，就飘散各地了……”，王然专门为
毕业照精心准备的妆容也像蒲公英种子一样散开了，
泪水化开的粉底在她的脸上模糊成一幅“抽象画”。望
着这幅“抽象画”，同寝的女孩们没能像平常那样嬉笑，
几人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每年的六七月，一场场隆重而盛大的告别仪式都
会在大学校园中展开。毕业生们向同学告别，向校园
生活告别，向青春告别。

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些告别让人指指点点，“散伙
饭”上醉倒一片、宿舍楼里一片狼藉；又不知从何时开
始，这种告别变得让人感动，毕业生们为母校留下爱心
捐赠、留下创业经验、留下精神财富。

在这个被雨水与泪水打湿的毕业季里，记者走进
我省部分大学校园，去感受90后学子们的告别仪式，
倾听他们的所思所想。

“虽然要离开了，但希望能把洁净如初的
寝室留给学弟学妹”

“我们要离开了，但必须留下些什么！”拍完毕业
照，王然回到寝室，将自己许多衣服整理打包，拿到了
寝室楼下，那里有一个写着“阳光捐赠”的箱子，她将衣
服放在里面后，箱子恰巧填满。

作为东北林业大学“绿色离校、绿色感恩”毕业活
动的一部分，这些箱子中的衣物和书籍会变成爱心礼
包，交到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手中。在王然看来，这些
衣服会代替她继续留在校园中。

送完衣服，王然回到了寝室，她和寝室的同学并没
有忙着去吃“散伙饭”，而是认真打扫起寝室的卫生。

寝室的地面拖了三遍，床和柜子擦了两遍，连墙上
不小心留下的痕迹也都用橡皮小心翼翼地擦掉了。“虽
然要离开了，但我们希望能把洁净如初的寝室留给新
一届的学弟学妹。”王然说。

就在王然最后一次打扫寝室卫生的时候，学校志
愿者小刘来到了王然寝室楼下，小刘手脚麻利地将捐
赠箱中的衣物和书籍分门别类放到了大号编织袋里，

“这些衣服会经过统一清洗和消毒，一部分送给学校家
庭贫困的学生，还有一部分会通过学校的各类志愿者
协会，捐赠到社会上需要的人手中；书籍在分类后，会
放置到学校的‘爱心书屋’和‘阳光书屋’等地点，供需
要的人使用。”小刘说，“我自己就是受益者，读大学每
年的书费至少要几百元，对于贫困家庭来说，这是一个
不小的负担。大学四年，我的课本、教材几乎都是在

‘阳光书屋’借的，不仅节约了不少钱，还让我懂得了感
恩和珍惜。”

6月末的哈尔滨，虽然经常阴雨，天气却十分闷热，
然而，小刘干起活来十分卖力。一整天，他手里拎着编
织袋，不停地在一个又一个寝室楼下的捐赠箱中将毕
业生留下的“爱心”装好，再送到统一的回收处。汗水
和雨水几次打透了他的衣服，连饭也是边走边吃，“我
家庭条件不好，不能像很多同学那样，留下书籍和衣物
给需要的人。”小刘笑着说，“那就至少让我留下一些汗
水，服务更多的人……”

“有很多学弟学妹费尽心力来支持我，我
必须把公司开好”

据统计，从2014年开始，我省大学生参与创业活
动的比例越来越高，占在校生人数10%以上，创业成功
率也提高到1%，这让我省大学生就业水平稳中有升。

在“离开大学，留下爱心”成为毕业生的老习惯后，
共享创业梦想，为同学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和机会，则
成为了龙江高校毕业季的新常态。

6月11日，大雨夹杂着冰雹“袭击”了哈尔滨，这样
的天气照应着毕业生们种种百味杂陈的心绪，也让正
和好友吃“散伙饭”的张琦心神不宁。

“温室的棚顶没关，我必须去看看！”没等他人回
答，张琦已经冒着雨跑出了饭馆。“希望他的创业项目

不要因为这样的天气而受太大损失。”一位了解张琦的
朋友道出其中缘由。

张琦是东北农业大学今年的应届毕业生。上大学
时，他就通过创业大赛脱颖而出，在学校的帮助下，张
琦在校园内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司主要业务是种植
和生产销售芦笋、黄秋葵等保健型蔬菜幼苗和果实。
今年开始，又扩展了繁殖销售新几内亚凤仙、丽格海棠
和月季等花卉。在学校支持下，张琦的公司已经拥有
蔬菜种植大棚、育苗用地和栽种试用地，总面积达到
4000余平方米，成为哈市多家高档饭店的供货商。

赶到温室时，张琦发现积水已经超过了10厘米，硬
币大小的冰雹砸掉了很多月季花朵。“温室需要通风防
止菌害，又没有及时看气象预警，我就把温室的塑料棚
顶打开了。”张琦摇着头说，“400多盆月季被砸坏，好好
修缮的话能挽回一部分损失，但是开花会推迟半个月，
加上其它作物的损坏，整体损失在2000元左右。”

虽然张琦一直用“搞农业，避免不了‘靠天吃饭’”
这样的话来安慰自己，但记者却看得出他其实十分沮
丧。“虽然公司是我开的，但凝结了学校很多部门的心
血，很多同学没找工作在我公司帮忙，还有很多学弟学
妹费尽心力来支持我，我必须把公司开好。”他说。

别看张琦的公司规模并不大，但却吸引了很多毕
业生来到这里，其中不少还是“优等生”，他们和张琦一
起完成创业梦想。虽然在他们看来，这和大学时朋友
们一起“干点正事儿”没什么不同，但实际上却是大学
生创业带动就业的典型。

在东北农业大学，涌现出很多像张琦一样的创业
者，在就业形势日益复杂的当下，正是在这些创业者和
学校的积极配合下，取得了该校就业率多年来一直稳
定在90%以上的成绩。

“他们的‘青春之歌’，谱写出的是向上向
善向美的时代正能量”

因为一部电影上映，让今年东北林业大学的毕业
季充满了青春正能量。

这部电影叫做《新青春之歌》，是根据东北林业大
学优秀校友刘磊等扎根海南鹦哥岭自然保护区的青年
真实事迹创作而成。

500平方公里的鹦哥岭，是海南最大的热带雨林保
护区，那里有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热带雨林，有百余
平方公里的深山老林，至今人迹罕至。2007年，学习野
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的刘磊从东北林业大学
毕业，当了解到鹦哥岭急需专业人才时，他毅然放弃了
条件优越的工作，来到条件艰苦的基层扎根。

身为北方人，刘磊对海南的语言环境、饮食习惯、
气候条件都很不适应，但他坚持选择任务艰巨、条件艰
苦、综合性强的保护工作。

到鹦哥岭的第一件事，是埋设保护区的界碑界
桩。鹦哥岭有很长一段道路车辆无法行走，窄的地方
只能一人通行，一边是崖壁，一边是山谷。刘磊就和其
他大学生将120斤重的水泥桩界碑扛着进山。一个多
月，他们走了209公里长的界线，埋下近400根桩和50
多块界碑，每天就着溪水，吃两个饼子。

为了详细调查鹦哥岭自然资源情况，刘磊还顶着
风雨、背着睡袋住在山上完成了34个植物固定样地调
查工作，同时积极协助森林公安打击毁林、盗伐、盗猎
等违法行为。他帮助鹦哥岭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形象体
系，建设了3座生态公益林大型宣传牌和22个警示牌，
埋设12座界碑、132根界桩。

因长期加班，刘磊的左眼几乎失明，需要去北京做
手术。可他承担着鹦哥岭森林资源二类调查工作，如
果中断，将会影响数字化保护区建设进程。于是，这个
手术一直拖着，直到野外调查工作完成，在领导和同事
的催促下，他才去了北京的医院。做完手术后只休息
了两天，眼睛红肿的刘磊就立即投入到工作中，完成了
12座宣传牌的修整和纠察队的培训工作。他没说的
是，由于错过最佳手术时机，他的左眼视力至今未能完
全恢复。

《新青春之歌》首映式上，刘磊通过电话寄语校友：
“在校好好学习，以后不管走到哪里，都要用心做事，用
心做人。在职业选择时不要在乎条件的好坏，关键要
能坚持和实现自己的梦想。”

这部电影和刘磊的话感动了很多人。“作为一名动
物科学专业的学生，刘磊学长无疑是我的榜样，我要向
他学习，在校努力学好专业知识，为日后做积累。毕业
之后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尽我所能地为生态、为国家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野生动物资源学院动物科学2015
级专2班赵景帅说。

东北林业大学团委书记艾曦锋说，《新青春之歌》
的“新”可以理解为一种时代精神，因为他们的故事就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更是一本生动的
教材。“他们的‘青春之歌’，谱写出的是向上向善向美
的时代正能量。”艾曦锋说。

“通过奉献才智，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什
么是哈工大精神”

“今夜，我将离开，在七月哈尔滨的某个月台，在一
场安静的喧哗中离开。我曾经在一个七月，不顾一切

地为你偏爱，我也将在一个七月，无怨无悔地把你铭怀
……”

这首诗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化工与化学学院2016
届本科毕业生钟国龙创作的。他说，“毕业了，我伤感
离别，却也向往着诗与远方。我会把在母校学到的知
识，用在工作之中。通过奉献才智，我要让所有人都知
道，什么是哈工大精神！”

近年来，我省高校越来越重视毕业生能够为学校
带来的精神力量，每一年的毕业季上，高校都会鼓励毕
业生将自己的感悟和经历写下来，给学弟学妹们借鉴，
同时也会着力宣传优秀毕业生的事迹。

毕业生是一所学校、一座城市和一个省份的名
片。一所学校的影响力，正是由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
来开枝散叶，打造声名。也许，龙江高校想要成为全国
一流甚至世界一流的大学，就必须努力挖掘优秀毕业
生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不仅是学校的财富，也
是整个龙江的财富。这种精神力量会推动各项事业的
发展，也将成为后来人的前行动力。

有一种季节，叫做“毕业季”，比四季更美好，比电影更惆怅；有一种告别，叫做“我没有哭，但不代表我不留恋”；有一
种感动，是用昔日铮铮誓言践行承诺，为母校留下爱心捐赠、留下创业经验、留下精神财富。别宴将至，离歌渐起——

毕业季 他们捧出一颗爱心作别母校

黑龙江大学创意毕业照。 史延龙 张悦婷摄

上图、下图为黑龙江中医药大学毕业照。校方提供

同学，此刻我想对你说——

厚积薄发 唱响中国梦青春梦我的梦
□本报记者 衣春翔 韩雪

又是一年毕业季，即将告别母校走向社会的毕
业生们，多年后回到母校时，会对面前的师弟师妹们
说些什么呢？

近日，记者特别采访了毕业于我省高校的部分
老中青毕业生，听听他们对新一届毕业生要说的一
些心里话。

李景富是名副其实的老毕业生。他毕业时，东
北农业大学还叫“东北农学院”。

李景富 1962 年参加高考，那时蔬菜品种非常
少，家乡的父老乡亲长年累月地耕作，一年到头除
了土豆大白菜，就是吃咸菜，那时我国还没有自己
的番茄品种。就在学农接触番茄后，李景富有了一

个梦想——让我国的番茄研究早日赶超世界水平。
为了圆梦，李景富住在农村16年，把农田当成自

己的研究基地；当了 14年助教，46元的月工资领了
10年。但对于这些，他并不计较，因为科研工作是他
的爱好和乐趣。

如今，李景富带领课题组育成番茄系列新品种

23个，实现了番茄品种的国产化。其中适于温室长
季节栽培的“东农 710”等品种，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罐藏加工系列番茄“东农 706”等新品种，解决了
我省罐头加工原料问题，并使这些加工产品打入了
国际市场，远销中东、东南亚、日本及俄罗斯等国家。

李景富想对毕业生说：“做人一定要有梦想，要
有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益的梦想。为了实现梦想，
必须忍得了寂寞、耐得住贫寒。同时，无论是从事
任何工作，还是创业创新，都要深入基层，只有深入
基层，才更容易找到创新的灵感和解决问题的方
法。”

上世纪60年代毕业生李景富

“为了实现梦想要忍得了寂寞，耐得住贫寒”

张卫1986年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一系光电子技
术专业。四年时间在哈工大求学，不仅让他学到了
专业知识，还树立起科技报国的意识。为此，他怀着
青春的火热激情与学为所用的报国丹心，来到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工作。

1994年，张卫踏上去往俄罗斯的求学之路，为了
满足单位发展的实际需求，他忍痛割爱，放弃原来的

研究方向，转学激光雷达技术。语言的障碍、物资的
匮乏、恶劣的环境、异乡的孤独、思亲的煎熬压得人
几乎透不过气，但只要想到祖国和单位的期望，张卫
硬是咬牙熬了过来。此后，他的科研水平和能力都
得到了质的提升。

锲而不舍的努力，不畏艰险的开拓，使张卫先后
荣获“国家 863计划项目研究先进个人”、“国家重大

专项任务先进个人”等称号，成为“新世纪百千万人
才工程”国家级人选，2005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1项、军队级
科技进步奖10余项。

张卫想对毕业生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责
任，不要把自己的责任推给别人。我们要做的就是
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责
任。还要知道，智商很重要，但情商更重要。今天很
多大项目，都是全国大协作，需要的是互相包容、理
解和支持的团队合作，不能靠单打独斗。如果自我
意识太强、没有团队精神，是很难发展、很难成功
的。因此要先学会做人，这比学会知识更重要。”

1990年毕业生张卫

“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完成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张
卫
（
中
）
。

2001年9月，带着对“木头”的热爱，牛晓霆踏入东
北林业大学的校门，成为室内与家具设计专业的一名
新生。

“80后”的他，吃的苦虽然比老中两代毕业生少一
些，但对专业和理想，他同样执着。

研究家具设计，必然要懂制作工艺，要有动手能
力，还要走近家具。抱着这样的想法，牛晓霆大三时就

来到了百年老字号“龙顺成”实习，他从划线技术开始
学起，一学就是七八年。在李永芳、种桂友等京作硬木
家具制作技艺传承人的倾心传授下，牛晓霆学会了课
堂上无法与之匹敌的划线、木工、雕刻等传统技艺。

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极强的动手能力，让北京“太丰
元”居室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多次联系牛晓霆寻求合
作。自此，牛晓霆的明式家具设计开始走向市场。

如今，牛晓霆已经成为明清家具领域的“大咖”。
他设计制作的“明韵禅宗”经典明式家具亮相第20届中
国国际家具展即广受好评，作品被收录到中华文化名
家艺术成就专题系列邮票纪念珍藏册中，他还当选为
中国艺术红木家具专委会最年轻的专家顾问。

牛晓霆想对毕业生说：“我收徒弟有三个标准：一
要德行好，二要热爱家具专业，三要耐得住寂寞。如果
你喜欢一个专业或是行业，首先你必须要尽量接近它，
当你融入其中，一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厌倦。我喜欢
明清家具，我就尽可能去接近，同时我也提醒自己，无
论自己看见了多少、设计了多少明清家具，依然要保持
对它的热情和热爱。”

2005年毕业生牛晓霆

“喜欢一个专业或行业就必须去接近它”牛
晓
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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