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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情怀

2013年 1月 7日，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大
学生科技创新团队聚团队队长朱钦淼，应湖北省
荆门市高新区之邀，率学院师生赴荆门考察洽谈
校地、校企长效合作机制。

一个大学生社团，缘何得到地方政府、企业如
此的青睐？华科大和荆门政企负责人异口同声：他
们这 15人的小分队，用一个月的创新实践活动，
破解了我国企业普遍不欢迎大学生前往实习打扰
的难题，搭起了大学生智助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升
级的大舞台。

从两天到一秒的飞跃

10天的时间，聚团队 3名本科生郑世娇、甘
健、江海霞用实实在在的产品“征服”了中集宏图
公司，使他们不用再外包加工球罐下料样板，而开
始用团队研发的计算软件自己生产，并因此将球
罐整罐产品的生产效率提高了 50%左右。

2012年 6月，平时依托数字制造装备与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做工程项目的聚团队，萌生了
去基层、去中小企业实践服务的念头。在湖北省科
技厅的牵线搭桥下，团队选拔了 15名队员分批进
驻到荆门市的 3家中小企业。

中集宏图公司生产的球罐，主要用于储存或
运输石化产品，对各块球皮外形的精度要求极高，
传统测量方法为实测手算，因数据多、误差大，导
致其外形数据的获取在行业中长期以来都是一件
耗时耗力的工种。公司一直将该工艺对外发包，但
也一直在试图突破这一困境。

8月 20日，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公司将“球罐
球皮精准下料样板计算软件”研发难题交给了郑
世娇等。

拿到技改难题，3位大学生很兴奋。不到凌晨
2点，他们停不下工来；早上 8点，他们又开始忙
碌。建数据模型，江海霞负责公式推导，为确保不
出差错，她反复演算了 5天。甘健负责构建软件系
统，编写了 2000多行的代码，他笑称“至少完成了
两门课程作业的代码编写量”。

8月 29日，他们提交出合格产品时，公司负责
人连呼“超出想象”。3个还没毕业的学生，仅用了
10天，就将原来测算一类球皮所有生产加工参数
需要的两天左右的时间，缩至只需要按一个按键
的时间，且能准确计算出外形数据，大大提高了球
罐的生产效率和精度。
公司总工程师称，该软件 9月即获得了应

用，已生产出 8个球罐；原来生产 1个球罐需 17

天左右，现在只要 8~10天了。

“光在车间打杂不行”

有调查称，目前我国仅有 5%左右的企业愿意
为大学生提供实习机会。因学生实习大多为“走马
观花”，企业不欢迎被打扰。
朱钦淼说：“刚开始，这些企业也不大相信我

们的能力。不是让我们做一些机械重复的工作，就
是给出要求不明确的项目。”
一个星期过去了，十天过去了。“光在车间打

杂可不行。”朱钦淼带着队员们多次找企业负责人
沟通，希望能提供一些生产难题，让他们有针对性
地开展攻关实践。

3家企业为学生们的责任心和闯劲所打动，先
后拿出了 8个课题。各项目小组开始奋斗在研发一
线，当遇到无法解决的难题时，就向老师、学长们求
助，向企业员工请教。
一个月下来，队员们承担的项目全部完成，6

项当即获得应用，2项公司进行改进后也已应用。他
们为楚大机电公司完成的“LD-8S全自动数控制
瓶机平行开关模的改进”项目，现在已在加工样机；
为新宇机电公司完成的“激振力调节指示牌的成本

方案优化”项目，每年可为公司节约 20万元左右。

“明年请一定再来”

“我们需要这样的大学生实践。请你们明年暑
假一定再来。”2012年 8月 31日，队员们离开荆门
时，楚大机电公司总经理邓家辉发出了真诚邀请。
新宇机电公司董事长游学峰也掏出了真心

话：“分配给你们的课题都是工程中心计划完成的
课题，你们在工作上的冲劲以及任务的完成质量
都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欢迎团队大四的队
员来公司做毕业设计；欢迎你们明年再来！”
回校后，团队还当起了“红娘”，积极居中协调、

推动学院和荆门方面探索校地、校企合作机制。
2013年 1月 7日，双方达成共识，将结合荆门

高新区企业转型升级的方向，以政产学研模式为
导向，共建中小企业科技创新实践基地。
对聚团队成功的创新实践活动，华科大校长

李培根院士认为，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为企业解决
实际问题，更在于教育本身的意义，即也是大学的
创新教育实践。这对增强大学与企业的互信、教育
与社会的互信有一定作用。中国社会和教育都需
要这种互信。

小团队搭起大舞台
姻本报通讯员周前进粟晓丽

一
年
很
长
，一
年
很
短

姻
赵
于
敏

半年前的今天，打包完最
后一箱行李，踏上离开青海的
火车，我结束了一年的支教生
活，从凉爽空旷的高原回到了
闷热拥挤的北京。

2007年之后，我对于时间
节点变得异常迟钝。唯独在青海
支教这一年，我对于时间异常敏
感。这是我大学以来，甚至是出
生以来所拥有的最特殊的经历，
以至于和其他的事情如此截然
不同，每个细节都铭刻在心里。

一年好短。2011年的 7月，
在一个下着小雨的天气里，我踏
上了青藏高原的土地，带着些许
惶恐，惶恐于接下来的一年里所
有的未知。在这片空气稀薄的土
地上，满腔的热情和梦想能否支
撑我完成使命。当这种惶恐终于
被从容替代时，转眼之间，已是
送别宴上的觥筹交错和互诉衷
肠，辛辣的青稞酒中融着浓浓的
不舍，流着泪的青年们抓紧最后
的时间互诉衷肠，平日里的潇洒
不羁全无踪影。终于，目送同伴
们的车渐行渐远之后，在同样飘
着雨的天气里，我也离开了这个
布满了我们欢乐与忧愁的高原。

一年的时间又很长，长到我
能够精准地计算出从宿舍步行

到办公室的时间是两分四十秒不超过十秒误差，
长到已经适应了每周陀螺一样旋转，不厌其烦地
一遍遍地以抖包袱的方式将枯燥的书本内容传授
给五个班的节奏，长到把学校附近的菜店饭馆小
卖部的老板和老板娘们认识了个遍，长到抽身离
开的那一刻，有一种突然剥离的痛感。在青海的日
子里，相比付出，收获更多。我适应了高原不缺蓝
天白云青山绿水只缺氧的气候，领略了牛羊肥硕
碧草连天一望无际的风光，学会了在维持老师尊
严的同时与学生为友，学会了买菜做饭刷碗更知
道了柴米贵……我开始发现自己的价值，努力给
我的学生和同事们带去更多的正能量。

如今再回忆青海的时光，除了每天不断面对
的教学挑战之外，还有和那帮志同道合的老友们
在有限的条件下充分展开的自娱自乐活动。我们
曾经在深夜围坐长谈，虽然经常是不着调的或者
是思维完全在不同层面的胡侃，但偶尔看到平日
里只会吐槽你的人突然变得眼神深沉而坚定，跟
你说起他的理想或愿望，真的会被莫大的幸福感
包围。经过一年的朝夕相处，我们这一群没有正
形的小青年相互扶持，给了彼此最宝贵的信任。
在回京之后的聚餐上，我们说着只有这个小团体
才能懂的话，关于那段日子的记忆从每个人的口
中流淌出来，仿佛一张张照片，鲜活得几乎可以
伸手触碰。我对那片土地，对那些孩子，还有这些
朋友，付出了最真的感情，每每想到那段时光，内
心便充满了柔软。青海这一年，可以用自己时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来概括———“幸福的失落感”，
这些美好总是带给我暖暖的幸福，而在结束时我
总会失落于美好这么快便逝去。

如今，彼时的忐忑早已消去，我终于没有后
悔自己在 2500米的高原上豪迈地挥洒了一年的
光阴，给自己的青春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情。
一年很短，短得令我还未有时间再将高原的美细细
领略一遍；一年很长，长得足以使我和大美青海结
下无法割舍的羁绊。 （作者系清华大学学生）

青春话题

室友，一种独特的存在
姻本报见习记者 韩琨

据近日一项网络调查显示，仅四成“90 后”
大学生对宿舍关系满意，还有三成大学生对宿
舍矛盾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剩下三成学生无法
容忍宿舍关系。那么，在宿舍生活里，究竟是哪
些问题最容易产生矛盾？而室友，对彼此来说究
竟意味着什么呢？

眼罩和床帏是必备品

说起宿舍生活的最大问题，大家的回答惊
人地一致：作息时间不一是所有可能引发宿舍
矛盾的问题里最突出的。
刚走进中国人民大学的大一学生王越表

示，自己在上大学之前憧憬集体生活的一点就
是大家可以一起起床，一起睡觉，一起看书，可
真的开始住宿舍了才发现，其实大家的作息时
间并不一致，“你在看书的时候别人可能在热血
澎湃地刷人人网刷 QQ空间，可能在手舞足蹈
地跟别人煲电话粥……”
王越说的这些不一致还不是最让人头疼

的。在一些网络论坛和讨论小组里，“在室友入
睡后使用电吹风”这件事引发众多女生的共鸣。
电吹风的轰鸣声极易把人从睡梦中惊醒。而对
于一些浅眠的同学来说，室友半夜赶作业敲击
键盘所发出的声音也是一大困扰。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负责学生工作的朱老师

告诉记者，学生的作息矛盾一般在期末以及大
四毕业季的时候会爆发得比较多。“比如说男生
寝室，打游戏的影响复习考研考证的同学，就容
易爆发冲突，大家互相不满。”
在中国人民大学，女生宿舍里基本每人都

会装一个“床帏”———简单的棉布帘。在校内的
便民市场里还出售专门的遮光帘，由于材质不
同，它比一般棉布帘的遮光效果更好。商贩向记
者介绍道：“这是为了在别人还开灯上网的时候

更方便入睡。”
对抗寝室里“夜猫子”的方法，除了床帏，还

有眼罩和耳塞。有时单纯塞上耳机并不能起到
好的隔音效果，所以也有人喜欢插上 MP3，伴
着自己喜欢的音乐入睡。
“我就戴眼罩和MP3睡觉，反正有龃龉的

话自己尽力适应一点就好了。”王越说。

整洁难做：公共地的悲剧

宿舍说到底也就是十几二十平方米的一个
房间。就在这里，四或六个人一起共同生活，除

去床铺、衣柜和书桌外，活动的公共空间非常有
限。但就在这有限的空间里，“公共地悲剧”常常
上演，宿舍的卫生问题成为室友们相处问题中
的又一“顽疾”。

几乎每间宿舍的门后都有一张宿舍卫生的
值日表。而学校、学院也会对学生宿舍进行不定
时的卫生检查，还会公布评比结果，以此督促大
家做好宿舍卫生。但就大多数宿舍而言，这种检
查往往都是突击应付。
“可能刚进校的时候大家都会比较积极，态

度也都好。可是时间长了，本性也就出来了。”同
样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的大三学生周晓说，值

日表后来肯定贯彻不了，全宿舍所有人认真做
卫生的情况“基本不可能”，“检查卫生突击战的
时候人能到齐就不错了”。
“有人爱干净、勤快，有人不大讲究这些，也

想不起来做卫生。大家习惯不同，这都可以理
解，但住在这里总要做卫生啊。”国际关系学院
大三的赵同学觉得很无奈。爱干净的同学多做
一些，但久了难免会觉得心里不平衡。

男生间也有这个问题，只是没有女生明显。
“我们寝室全靠道德约束。我和一个室友做得多
一些。”上海某高校的小梁说，“另外两个偶尔良
心发现，也会做做。男生不太计较这些。”

杂物过多挤占空间，卫生习惯差衣物有异
味，零食垃圾不及时清理……这些都是“极品室
友”的种种表现。“但也没办法，总是一个寝室
的，得一起过四年，能忍就忍了吧。你觉得自己
勤快，别人还觉得你有洁癖呢！”提起这个问题，
周晓还觉得有点委屈。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朱老师说，就他所了解的学生事务看，宿舍
关系不好的最常见解决方案是忍，还有学生直
接找老师要求调宿舍的，“还有本地的学生或者
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干脆回家住或者出去租房
住。不过这种情况比较少见”。

而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学生都表示，尽管
相处起来难免有这样那样的摩擦，但几乎每个
人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中都有自己的室友。

四年里朝夕相见，读差不多的书，一起上
课、吃饭，面对问题，思考人生，室友间感情的
积淀是在不知不觉间进行的。女生们往往还会
把寝室的门牌号当做“寝室日”，譬如 930 房间
的“寝室日”就是每年的 9 月 30 日。寝室日这
天，全体成员会一起吃顿大餐或者去 KTV 欢
庆一下。
“怎么说呢，不管怎样，室友都是很特别的存

在。比方说，你和人一起出门碰见熟人了，和朋友
一起你会说‘这是我朋友 XX’，而跟室友一起你就
会介绍‘这是我室友 XX’，不会用其他的字眼，虽
然室友也是你的朋友。‘室友’这个词有一种无法
言传的亲密感在。”小梁说。
“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

……”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是高晓松创作于 1993

年的一首歌，虽然已经过去 20 年整，但每当毕
业季有人抱着吉他在校园里唱起，总会有人被
这些歌词击中和感动。

对此，刚毕业两年的朱老师也颇有感慨，他
笑着说：“看着现在这些学生们抱怨宿舍关系，
想起自己当年和现在的不同感觉，特别想跟他
们说，其实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以后回忆起来，
这些摩擦远没有感情和默契重要。”

焦佳文绘

同住在宿舍里的四个
人、六个人乃至八个人分
别来自天南海北，地域不
同，生活习惯不同，于是共
同学习和成长的四年，摩
擦和矛盾也在所难免。

尽管如此，但几乎每
个人在大学里最好的朋友
中都有自己的室友。

“同学们，我走了好多年了，可我的心从没离开
你们。天与地、心与心，近在咫尺！”伴随着“郭永怀”
先生亲切的微笑，深情的凝望，现场的人们饱含热
泪，爆发出澎湃的掌声。

这是新年前一个夜晚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礼
堂里发生的一幕，一场名为《爱在天际》的大型音乐
剧在此首演取得巨大成功。这场生动而感人的大爱
洗礼，沐浴了在场的每一个人。

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原创的大型多媒体音乐
剧《爱在天际》，讲述了“两弹一星”元勋、科学大师
郭永怀生前的感人事迹，是首批入选中国科协“科
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的剧目之一。

该剧绝大部分演员均由中国科大学生担任，
是一部青年学子亲身参与演绎大师故事的大型原
创音乐剧。

这是一个讲述“爱”的故事

“创作这部剧时，我就决心要使它成为一部充
满人性和关爱的艺术作品，而非大而空的宣传品。”
《爱在天际》总导演、中国科大人文学院兼职教授郁
百扬说，“这是一个讲述‘爱’的故事。”
《爱在天际》以郭永怀先生和夫人李佩教授及

女儿芹芹的亲情为切入点，以郭永怀回国、育人、研
制“两弹一星”、牺牲、神舟发射为主线，剧中充满了
人性的温情。剧中着墨最多的不是郭永怀取得的巨
大成就，而是他对国家、民族、事业和亲人的真情实
感。
剧中的郭永怀，和家人一起返回祖国的怀抱

时，他激动而憧憬；独自忙碌到深夜，他仰望苍穹，
要“踏月踩星去丈量九天”；在新成立的中国科大教
室里，他对青年学生谆谆教诲；在艰苦的戈壁滩上，
他对研究人员激昂鼓励；在核武器研究基地时，他

与家中妻子遥相思念、心心相印……所有这些情
景的呈现，让人感到，郭永怀是一位科学大师，也是
一位有情感的人。
“世界上没有爱不能到达的地方。”郁百扬说，

“我们相信这样一部展现大师细腻情感的剧会在青
年学子中引起共鸣。”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谈庆明专程从

北京赶到中国科大，观看《爱在天际》首演。谈先生
的夫人曾是郭永怀先生的助手。观演后，谈庆明肯
定了《爱在天际》以“爱”为主线的构思，他说：“这部
剧强调爱这个主题，把爱作为整部剧的出发点，有
很强的现实意义，也非常令人感动。”

“同学们投入的是真情”

《爱在天际》的剧本和音乐准备历时三年多，
学生演员的招募却仅用了不到一个月。2012年 9
月下旬剧组在中科大校园里发出招募通知，立即引
起了广大同学的关注，报名踊跃。10月份演员招募
完成，剧组正式成立，随即开始排演。
音乐剧对演员的要求较高，而学生演员并非

专业出身，在排练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我一直对表
演很有兴趣，也参加过一些演出，但加入《爱在天
际》剧组后还是发现音乐剧的难度很高。导演很辛
苦，经常亲身示范，教我们入戏。”剧中男二号“龚卫
星”的饰演者、中科大地空学院研一学生赵若灿告
诉记者。
该剧中，只有郭永怀和他女儿的饰演者是专

业演员，其他角色，包括郭永怀夫人李佩和学生龚
卫星等戏份很重的角色，都由科大师生饰演，排演
难度之高，可以想见。
那为什么还要选择这条困难重重的“蹊径”

———大量启用学生演员呢？郁百扬导演的一句话

清楚地解答了这个疑问：
“在这部剧里，科大的同学
们投入的是真情，是对科学
前辈的崇敬，是对科大精神
的传承。”

剧中，“田工程师”放下
刚出生的孩子，赶回条件异
常艰苦的戈壁滩，继续科研
任务的一段戏，让人印象深
刻。“田工程师”哭着说：“郭
所长，我想孩子，可是……”
这一幕情景催人泪下，其饰
演者是中科大物理学院大三
学生伍佳星。她告诉记者：
“以前总说自己是科大人，只
是挂在口头上；现在参演了这部剧，真的体会到了
科大人的内涵，也感受到那个时代科学家的献身精
神，所以演出时是真的饱含热泪，所有语言都是发
自内心的自然流露。”

“他从未离我们远去”

在中国科大东区郁郁葱葱的校园里，郭永怀
先生的塑像一直慈祥地注视着每天来来往往的
学子。
“我经常会路过郭永怀先生的塑像，也见过有

人向他献花，但当时却并不知道这其中的意义。对
他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他是国家‘两弹一星’元勋
这一点上。”剧中基地领导的饰演者、中科大化学院
大三学生韩韬说，“参演这部戏，更深地了解了郭永
怀前辈，他的精神深深震撼了我。”
《爱在天际》是“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首批

支持的六个剧目之一。比起通常的教育宣传形式，

如举办事迹报告会、播放电影、发放书籍等，此次中
科大剧目《爱在天际》招募学生亲身参与演出大师
故事，更加深入学生的心灵。“我们喜欢这种能亲身
参与进来的形式，就像走近了那个时代，走近了大
师的身边，就仿佛他从未离我们远去。”伍佳星说。
首演时的情景证明了这部剧释放出的力量。

同学们深深地沉浸在感人至深的剧情和演员的精
彩演绎中，很多人眼含热泪，多次爆发出澎湃不息
的掌声。演出结束后，现场的同学们久久不愿散去，
争相与剧组的演员们合影留念。
“看完演出顿时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以前对

郭永怀老师的印象仅限于校园内郭永怀大师雕像
以及道听途说的只字片语，看完《爱在天际》才让我
开始真正地了解，他是位多了不起的科学家！”中科
大硕士研究生郭静看完演出后，深受触动。
计算机学院 2012级本科生程元彬也有感悟：

“这些顶尖科学家们的献身精神、坚强意志和创造
力，正是我们青年学子努力的方向。”

爱在天际 近在咫尺
姻本报通讯员曾皓

演出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