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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江东郊，每周四、周
六早晨六点五十分，都会有 17
名江苏大学学生雷打不动地
来到学校第三食堂，领上几份
爱心早餐，三五作伴或步行或
骑车将饭菜送往学校周边的
贫困老人家中。

怀着让贫困老人吃上一
顿温暖早餐的简单梦想，江苏
大学“早安镇江”公益团队义
务送早餐的爱心行动，已经坚
持了一年半。

两个包子引发的爱心

汽车学院大三学生张欢
是“早安镇江”的发起人。读
大二时的一个早晨，她在校
园里和一个收废品的老奶奶
偶遇，聊天后得知老奶奶家
人都已去世，她一个人只能
靠捡垃圾、卖废品为生。了解

到老人的悲惨遭遇后，张欢便带着老人去附
近的食堂吃了顿简单的早餐，“真没想到，仅
仅是两个包子，老奶奶就感动得热泪盈眶”。
深受震撼的张欢于是萌生了为老人送早餐
的想法。

张欢和同专业的四名同学一起开始策划
“早安镇江”活动。然而，不多久其他团队成员
就全部退出了，“刚开始，困难实在太多了。找
不到贫困老人，拉不到赞助，同学们都质疑这
个活动没有意义，也没有前景”。

万般无奈的张欢在豆瓣网上发帖征集志
愿者，得到了不少网友的支持，最终面向全校
召集到了志愿者。

找不到需要帮助的老人，团队成员跑到
学校附近的象山街道办事处询问，挨个去社
区打听是否有贫困老人愿意接受爱心早餐；
没钱给老人买早餐，志愿者和学校食堂达成
合作协议，用大学生服务食堂的义工时来抵
饭钱，每周从食堂免费领取两次早餐。

一年半以来，“早安镇江”已经累计服务
14 户贫困或孤寡老人，由于老人去世或搬家
等客观原因，目前还在为 8 户贫困老人坚持
送爱心早餐。

被质疑的“天上掉馅饼”

除了一周两次的免费早餐之外，志愿者
会陪老人聊天谈心，为老人买菜做饭，还会在
中秋、端午、老人生日这样的特殊日子送去特
别的问候。

作为团队里坚持时间最长的志愿者，张
欢深有感触，“最早到老人家里去走访，基本
上走三户才有一户勉强答应接受送早餐，爷
爷、奶奶都觉得免费早餐就像是天上掉馅饼，
不可能有这样的好事”。

而经过一年半的相处，老人们已经和大
学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每周四和周六送早
餐的时间，不少老人都会主动在门口等着，还
经常留学生在家里吃饭，有了好吃的水果也
舍不得吃，特意留给大学生志愿者。

“我们能做的不多，力量也有限，但我们
是在用心做这件事。”张欢说，送免费早餐是
件小事，做这样的小事只有长期坚持才有意
义，毕竟我们帮助到了一户就是一户。

和“早安镇江”志愿者接触多了，象山街
道办事处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帮大
学生给我的是真实的感动，他们让我认识到
了一个不一样的‘90 后’团队。‘90 后’不全是
被娇宠的孩子，他们是存善存真的好心人”。

学会珍惜亲情

为了让爱心早餐活动更有成效，“早安镇
江”团队安排了固定的志愿者给固定的老人
送早餐。这样的方式增加了老人和志愿者的
交流，老人与志愿者的感情得到了意想不到
的效果。

“我从没在现实中遇见过这么坎坷的
人。”志愿者孙彩珍服务的老奶奶由于车祸卧
病在床，她的丈夫去世后，三个孩子只能靠老
奶奶微薄的低保收入来抚养。“虽然镇江本地
话我听不太懂，但我送完早餐后会坐在奶奶
旁边静静听着。奶奶说，一到送早餐的日子，
她就会在家里等着我去。”老人的等待和依赖
让孙彩珍一直坚持着送早餐这件简单却不容
易的事。

去年年底的一天，孙彩珍突然收到短信
说老奶奶快不行了，让他们去见老人的最后
一面。孙彩珍和张欢立刻骑车赶了过去。看到
老人的遗体，孙彩珍和张欢都嚎啕大哭。“这
是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死亡这件事，我突然
明白这个活动不仅仅是帮助人那么简单，也
让我们大学生更加地珍惜亲情、学会感恩。”
张欢说。

为了帮助到更多的贫困老人，记者了解
到，“早安镇江”团队正在向学校申请创立社
团，通过招纳新成员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志愿
者加入。张欢介绍，社团成立后会进行明确
分工，送早餐、陪老人聊天、写下每天的故事
等等。“大学生志愿者的力量虽小，但也能传
递出无限的正能量，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好心
人一起用早餐对镇江温暖地道声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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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话题

那一年，我们加入记者团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小记者们就像学生中的“眼睛”，与校园的新
生事物打交道，揭露身边的美与丑，偶尔有一点
小福利———不用缴纳社团经费，有时还能领到一
小笔稿费。

了解了这些，你会毫不犹豫地加入吗？

招新的那份悸动

“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地剥开我的心，我们
会让你发现，不一样的学生组织。”

“你会是默多克，书写你看见的，体悟你自己
的生活。”

“需要你做的不是跑腿打杂的零碎工作，而
是新闻现场积极活跃的彩访。”

开学时段，众多高校推出的记者团招新标
语，拼在一起就是一幅蒙太奇作品，足见各大记
者团招新的空前盛况。可是，在轮滑社、街舞社等
众多活力四射的社团面前，记者团想要脱颖而
出，还是得拿出些看家本领。

创刊于 1953 年的校报《新清华》，拥有一支
20 余人的学生记者团队。记者团总是能吸引到
本科新生到博士生的报名者。

清华校报记者团团长潘正道揭晓了其中的
“奥秘”，“从招新经验来看，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以
往作过的活动报道”。偌大的清华园衔接了诸多
高端资源，2012 年温家宝来清华演讲，记者团第
一时间获得消息、加入采访；清华百年校庆，记者
团参与东亚大学校长论坛等高端论坛采访……
跟院士、政要、杰出校友面对面，就是一张最好的
宣传“名片”，因此总能吸引到众多报名者。

像清华这样的高校也许有一定特殊性，对于
大多数高校，除了传统的设摊设点、时下的网络
宣传，天道酬勤才是硬道理。

“学弟们好，请了解一下记者团……”招新
季，福州大学校报记者团团长张澜带着全团 60
多名成员，每 2 至 3 人为一组，挨个宿舍“扫
楼”宣传。

“扫楼”中不乏趣事。常常出现同一间宿舍被
多家社团或同一社团多个小组“扫”到的情况。“有
一次，我一进门，一位习惯光膀子的学弟说，今晚已
经第 4 次穿衣服了。”张澜听了乐不可支。

“扫楼”虽然麻烦，效果却颇丰，“扫楼”完报
名人数由 200 多人增至 1000 人左右，“实际参加

笔试的人数是‘扫楼’的一半多”。对于这个成绩，
张澜很满意。

等位子的“小记者”

而一些尚未开始正式招新的记者团，他们物
色人才的工作实际上早就开始了。据苏州大学望星
学通社负责人岳昱星介绍，他们共有 5 种招新渠
道———摆展台、网络平台宣传、辅导员推荐、院系推
荐、老社员推荐。“以辅导员、老社员推荐为主。”

私底下，老社员也担任着“猎头”的工作。苏
州大学社会学大三学生薛楠就是被他们“挖掘”
出来的。 去年，薛楠在做“挑战杯”大赛志愿者，
恰巧和学通社的老师、同学分到了一组，一聊便
觉得亲近。

薛楠形容自己是一个“可以疯起来，也可以
安静写东西”的女孩，去年由于忙于参加辩论队、
去台湾做交换生错过了学通社招新。对于辩论与
新闻的区别，她的理解是“辩论是说服他人接受
自己的观点，新闻是摆出事实让读者作判断”。这
个新手最搞不清的问题之一，薛楠倒是了解得很
清楚。细问之下，才知道她的父亲就是媒体人，从
小耳濡目染，新闻上的常识自然知道了不少。

比起相关人士推荐，参加“统招统考”的报名
者就没有如此淡定。

福州大学物流管理大一新生林钰松暑假就
通过贴吧、微博联系上了记者团的学长，然而，刚
结束的笔试着实吓到了她，“整整写了 6 张纸，感
觉好久没写这么多字”。

笔试题有八道考题外加一道附加题，包括微
博撰写、拟新闻标题、时文评述……一时间，林钰
松突然有种重回高考的错觉。原来，高考最后一
道题也出现过时文评述，但她不知道高考的套路
能否适用于真实的新闻写作，一时不知道该如何
落笔，呆坐了几分钟。

林钰松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步入大学每
个人都要寻找一个平台展示自己。凭着第一感
觉，她认定的是记者团，但笔试让她对能否进入
面试很担心———师兄应该不会开小灶，因为联系
他的新生也不少。

“无法加入肯定会失望，但是来年也许还会再
战。”话语间，这位爱笑的“90 后”依然满怀憧憬。

追梦的过程

“假设进入记者团，你想成就什么？”记者问。

“高中老师说我写作文缺少逻辑，想到哪儿
写到哪儿。如果能加入记者团，我希望对写作有
一定约束和提高。”苏州大学旅游管理专业大二
学生宋莹在高中期间担任校报主编，擅长散文写
作。现在，她与同学们做了一个微信平台，平日里
写写影评。她和薛楠一样，也是学通社老社员推
荐的报名者。

薛楠想了想说：“如果有幸加入记者团，我希
望采访任务不局限于举办了什么样的活动、开什
么样的会议、采访什么样的领导；希望记者团走
到当地人的生活中，让大学生了解外界，让外界
也知道这个很棒的记者团。”

梦想有大有小，但最美妙的却是追梦的过
程。加入记者团，“小记者”们又能学到些什么呢？
由“新人”升级为“老人”的社员最有发言权。

从零基础到独自采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
学院的田姬熔经过一年的磨砺，已经成为校报中
成长最快的“小记者”之一。SRT 计划、清华校长
杯、施一公讲座……都有田姬熔的作品。

之所以迅速成长，不仅因为自己的努力，还
得益于清华校报记者团采取的导师制。

据介绍，清华校报记者团形成了由主编、
编辑、老社员组成的导师团队，循序渐进、由浅
入深地指导“小记者”们采访、写作。“不了解采
访提纲、缺少采访资源、采访导向把握不清、尝
试新题材写作等等，都有老师和老社员手把手
指导。”

看着自己的努力变成了铅字回报，也坚定
了田姬熔的新闻理想，大二开学她从众人羡慕
的经管学院转专业到新传学院。“对于我来说，
最大的提高是更加坚定了自己想要做什么、能
够做什么。”

“小记者”的不断充实，也成就了整个社团。
他们就像一渠活水，源源不断地带来新点子。

潘正道回忆，当年他和两名新生在讨论中，
挖掘到了一个微积分助教的选题，稿子出来以后
在校领导和教师间争相传阅，“大家从来都不知
道一位博士生还可以受到其他学生的爱戴”。“以
此为契机，我们形成了一系列专访，叫‘我身边的
清华人’。”

记者团招新还在继续，未来还有更多的可
能。也许你的下一秒决定，打开象牙塔乃至人生
中难得的一页。

记者团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几乎是每所大学中门槛最高的社团，需要经过层层
笔试、面试，不是简单填个报名表就能加入的。

一台电脑前，年近五旬的北京工业大学党委副
书记王秀彦舞动着自己的胳膊，“手舞足蹈”的样子
引来周围同学的阵阵笑声，王秀彦本人脸上也乐开
了花。而在她对面的电脑屏幕上，一个简单线条组
成的小人正在精确地模拟着她的一举一动。

这是在 9 月 11 日举行的北京工业大学第四届
科技节上发生的一幕。此时，她所体验的这台仪器
可以捕捉她的肢体运动，还能将数据上传至云端。

自 2011 年北京工业大学首次举办科技节以
来，每届科技节上，王秀彦都会挨个看遍每个学生
展台。在她眼中，这个只有“四岁”的科技节，已经
长大了。

惊喜：“我的血压都高了”

北京工业大学科技节始于 2011 年，其主题为
“展科技创新之光，助青春梦想起航”。在科技节
举行的这段时间里，北工大将举办包括科技竞赛、
学术报告、作品展示等校院两级以及学术团体组
织的各类活动近 40 个，为全校学生呈现一场科技
盛宴。在这些活动中，王秀彦参观的学生科技作
品展无疑是“重点项目”之一。

参观一圈下来，王秀彦告诉记者，“我太兴奋
了！”她似乎感觉这样说还难以表达自己的心情，
于是又笑着补充道：“我的血压都升高了！”

之所以如此兴奋，王秀彦有她的原因：“这几
年下来，我亲眼看着我们的科技节在一年年地发
生着变化，从一开始的一些很原始、很初步的发
明，到今年已经有很多非常完备且具备市场潜力
的设计，这说明我们学生的进步很大。”

王秀彦的话是有事实支持的。
据介绍，今年北工大科技节的一大亮点便是

有很多在国内外科技竞赛中获得奖励的优秀作品
参展，比如 2014 年英特尔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中
获得一等奖的“上肢辅助复健系统”、2014 全国大
学生机械产品数字化设计大赛一等奖作品“3D 六
爪爬行蜘蛛”……

值得一提的是，从科技节创立之日起，北工大
都是选在每学年开学之初举行。2011 年首届科技
节甚至是在开学典礼当天中午就宣布开幕了。对
此，北京工业大学研究生工作部部长李娟曾解释
说，他们是想将科技节纳入新生入校教育中，既可
以减少新生对科技创新的陌生感，当他们看到比
自己大不了几岁的师兄、师姐都能做出很好的发
明时，也可以树立科技创新的自信心。

无疑，今年如此多的“高端展品”一定会激起

更多新生对创新的热情。

收获：“真知灼见才是‘真金白银’”

“上肢辅助复健系统”的制作团队由 3 名成员
组成，由于其中两个当天都走不开，北工大本科生
王念成了这个展台唯一的“主持人”。因为要忙着
跟老师和同学介绍自己的作品，展览开始没多久，
他就已经满头大汗了。

“通俗地说，我们的作品就是针对上肢运动能
力缺失病人的复健运动而设计的一套解决方案。
通过 3D 摄像头实现人机互动，实现对病人上肢
运动能力的锻炼。”采访中，王念兴奋地介绍着，
丝毫不顾满额头的汗珠。

王念团队完成这个设计一共花了半年时间。
虽然时间不是太长，但克服的困难却不少。

“从设计到制作，每一步都是我们亲自动手
的，而几乎每一步都有自己的难点。有时候，我们
甚至需要从最底层的代码开始改起。”说起以往
的经历，王念的语气很是感慨。

当然，这样的经历也让他收获很大。“至少大
一到大三的知识几乎全部都梳理了一遍。”

“感觉在这儿真的长见识了，”王念说，“光有
硬件，没有思维是做不出东西的。但在这里，接触
最多的就是思维和想法，这才是最宝贵的。”

在记者的采访中，有类似想法的学生并不在
少数。比如，某位参展同学便对记者直言，参加科
技节展览，他最希望听到的就是别人对自己展品

的批评和建议。“表扬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真知
灼见才是‘真金白银’。”

传承：“学姐，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让王秀彦“手舞足蹈”的那套系统的发明者叫
宁美馨。如今，她已经是一名在读研究生了。此次
科技节展览，宁美馨并没有出现在自己的这套系
统旁边，站在这个位置上的是两名小她两届的师
弟、师妹，大三学生赵贺便是其一。

赵贺和宁美馨是通过学校的导师认识的，但
他们之间更直接的“介绍人”却是宁美馨研发的这
套系统。“我们想借助学姐的这套系统，再往前研
发一步，把它应用到聋哑人的手语翻译上。”

如今，赵贺和他的同伴已经开始了基于这套
系统的二次开发。“我们现在还处于学习手语的阶
段，这也算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技能之一了。”

在王秀彦眼中，这就代表了一种创新的传承。
“这几年的科技节看下来，我发现很多项目都

有些眼熟。原来，这些项目都是学生们在原有项目
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再创新。这说明我
们的创新在不同年级、专业的学生之间有了传承
和深入，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骄傲。我们也希望让这
些创新能够代代传承下去。”王秀彦说。

就在记者和赵贺交谈的时候，宁美馨来到展台
前，和赵贺等人打过招呼后，有些腼腆的她并没有太
多的话。而当记者转身离开时，身后传来了学生们
的交谈声：“学姐，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行吗？……”

“长大了”的科技节
姻本报记者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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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情怀

学生在为来宾们讲解。

“妈妈，请你等着我，我一
定会回来的！”望着阿辽沙渐
渐远去的身影，空气中残留的
仅是军用汽车呼啸而过的滚
滚黄沙。那个留在银幕上的萧
索背影，是母亲对儿子的守
望，也是战争中的平民百姓对
和平的守望。

总是在不一样的环境下
才能愈加彰显出人性的不平
凡。在罪恶的战争面前，一切
人性的慈悲都是奢求，都可能
是对自己的残忍。正如片中阿
辽沙在回乡的火车上遇到了
敌军的狂轰乱炸，身处的火车
开始燃起熊熊烈火，随时都可
能遭遇爆炸。然而，阿辽沙什
么都没说，只是默默地帮助柔弱的妇女以及老
人孩子疏散离开。战争是残酷的，但是它阻挡
不了人类的善良本性。

真正的勇者无需做出惊天动地的丰功伟
绩让万人敬仰，只需要给予弱者急需的帮助。

当岁月掩盖不了战争的狰狞面容时，我们
用残缺不全的身体去创造感动。当驻守难留，
韶华离首，我们又该怎样选择归途？他们是最
可爱的人，奋战前线，不畏生死；当青春不再，
当健全难留时，他们的归途也变得坎坷。剧中
的那个将士，在临行前决定发电报告诉爱人不
会回家，这表面的绝情之下有着怎样一段铁骨
柔肠：是不愿意让心爱的人为自己伤心，是不
愿意拖累爱人余下的生活。战争固然残酷，却
也让世间情爱摆脱庸俗的境界愈发不凡。当那
位妇女声嘶力竭地喊出心底的声音时，唤醒的
何止有将士，或许更是她自己。

战争是个血腥的怪兽，吃掉了万千人民的
肉体，但吞噬不了人心。大爱无言，只愿相见。

当战争咆哮着冲向大地时，奔赴前线的战
士心中最难割舍的便是情感，或亲情，或爱情。
阿辽沙在立下卓越战功之后，一心请假回家只
为替自己孤单无依的母亲修补屋顶。两天的时
间他跋涉山水，助人无数，最后仅仅余下几分
钟和母亲相守。

当母亲心心念念希望儿子留下的时候，我
不相信我们心中不会动分毫恻隐之心。我想如
果是我，我可能会选择留下，奔赴前线是用生
命在战斗，身后的母亲需要我，需要作为儿子
的陪伴，身后的爱人需要我，需要作为丈夫的
坚守。但是阿辽沙最终选择了离开，谁也无法
说此去一别，何时方可再见，又或者此生此世，
天地两隔。战士们不是不想家，战士们也时时
牵挂家人妻子，但是他们明白在残酷的战争面
前，他们用血肉之躯守护的是更多的母亲、更
多的爱人，他们愿用生命为祖国，为亲友筑起
铁壁铜墙，永远守护她们。

镜头再次缓缓拉近，依旧是那个蒙头的妇
女，萧索孤寂的背影眺望远方，那里有亲人，那
里有希望。 （作者系大连理工大学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