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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龙舟，首先在人们脑海中浮现的是飞溅的水花、奋力地挥桨、激烈的竞争……这
些似乎和平时文文静静的女大学生并不相干。但事实上，的确有着一群和董怡欣一样的大学
女生，她们的青春梦想就开放在了那艘飞驰的龙舟上。

如果问，创业的感受是什么？
江苏大学三名本科毕业生王阳阳、牛瑞东、

徐涛会给出非常生动的答案。
“不要相信什么霸道总裁，光鲜是一时的，创

业者其实就是劳模。”6 月是大学生离别的季节，
在毕业季里，大学生创业者依然忙碌。

买啥都有学生价

材料学院大四学生王阳阳的创业项目叫“巅
峰购”，用一句简单的话来介绍，就是要打造一个
电商平台，大学生在上面买任何商品都能够像坐
火车一样享受学生价。

去年 6 月起，王阳阳全力打造针对大学生市
场的品牌推广特卖平台“巅峰购”，为大学生在电
商领域争取学生价。这一项目刚一推出就顺利拿
到了 100 万元的天使投资，先后和泊客行者、上
海凤凰自行车、望客眼镜、海航通信等品牌商有
了合作。

作为大学生，没有经验、没有人脉，资金匮
乏，创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说多了都是泪。和凤
凰自行车的合作一开始非常顺利，王阳阳曾经在
新生开学季贩卖过自行车，一个星期销量上百
辆，因此第一次下单就是“豪爽”的 1000 辆自行
车，看到车他却傻眼了，“合同中没有写清楚型
号，作为主打车型的 26 寸男式山地车成了 24
寸”。由于对市场的误判，加上合同的失误，这一
单生意迟迟未能打开大学生市场，至今，这些“娇
小”的山地车仍然积压在仓库中。

王阳阳家庭贫困，进入大学后他获得了“江
苏陶欣伯助学金”，并担任伯藜学社社长。正因为
这段经历，他认为有社会责任感的品牌商除了在
学校设立助学金外，还可以通过电商平台定向向
大学生群体释放福利，产品的美誉度和扩散度会
更加持久。3 月 7 日女生节前夕，“巅峰购”和一
家企业开始合作，王阳阳提出可以在女生节开展
让利活动。制定活动方案赶了个通宵，第二天又
赶往上海和对方公司沟通，王阳阳累到了极致，
在高铁上连续吐了三次。庆幸的是，短短五天时
间策划的活动在江苏的三所高校同时开展，推出
的 1200 件商品在当天就销售一空。

“我可能是个爱较真的人，认定的事情就
会一直坚持去做。”王阳阳说，出于想要为社会
创造价值的想法，他选择了创业。大学生就是
那种“天不怕，地不怕，拎个包就敢出去闯世

界”的人，有份冲劲闯劲的同时，王阳阳还想走
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创业路，稳扎稳打地把一所
所大学市场做透。

从红包兔到OK帮

牛瑞东是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大
四学生，5 月底他参加 2016 年“创青春”江苏省大
学生创业大赛，一到现场就乐了，原来自己的很
多客户都来参加比赛了。在比赛中，牛瑞东的项
目一举击败了众多对手，获得了实践类金奖。

红包兔是牛瑞东从 2015 年 3 月开始的创业
项目，在这个可爱的形象上，寄托着牛瑞东的梦
想：遇到了困难怎么办？不用找爸妈，不用找朋
友，上网发个红包就行，无论是个人还是商家，有
困难可以发红包，能帮忙的就领红包。但是 App
推向市场没多久，牛瑞东就发现了个大问题：微
信红包太强大了，自己的项目很有可能被限制在

“红包”两字上。
牛瑞东当机立断，决定把红包兔就易名为

“OK 帮”，同时将互联网用户更加细化分类，把项
目中最受欢迎的看广告、填调查问卷、跑腿、取快
递等 6 个版块作为主打内容。在痛苦转型中，牛
瑞东看清楚了自己项目的赢利模式，就是用商户
的钱来稳定自己的用户。“举了个简单的例子，商
家想要在校园里发布广告，传统的做法是要印广
告、雇人张贴，现在只要登录平台发布看广告的
任务，把印刷和雇人的费用直接发给那些点开广
告看的人，既省事又能加深印象。”

公司人员流失、网站技术不过关、粉丝流失
严重、遭受黑客攻击等等，凡是互联网公司遇到
的困难牛瑞东都碰到过。2015 年 11 月，风投的第
一笔费用即将用完，离目标还差很远，牛瑞东那
段时间急得觉都不敢睡，生怕第二天一睁开眼睛
公司就倒闭了。

“把钱补贴给用户，他也不来用，那种感觉
太无奈了。”一直采取地推方式推广自己的项
目，但是效果不佳，牛瑞东决定在大流量平台
上为自己做广告，没想到一下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不到半天时间阅读量突破了 5000 人次，注
册人数超过了 2000 人次。

从 2015 年 3 月开始创业，至今已经有 200
多家合作公司、拥有 12 万粉丝，全职员工 15 人，
这样的成绩背后是牛瑞东全年无休，每天最晚
睡，最后一个离开公司。回首这一年的创业路，牛

瑞东有点疲惫，“又当爹，又当妈，创业太累了。但
是，创业者不就是应该这么拼命么”？

为了公益的创业

如果不是徐涛，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镇江有
着传承了 1400 多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太平泥
叫叫”。如果不是流传在民间的众多非遗，徐涛也
许不会走上创业之路。

大一暑期，身为班长的徐涛组织了一次名叫
“寻访民间草根艺人，手绘镇江非遗地图”的社会
实践活动。寻访过程中，徐涛结识了镇江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太平泥叫叫、孙氏太极的传承人。

抱着一种做公益的心态，徐涛在江苏大学创
业孵化基地开设了一家叫“国韵坊”的小店，专营
镇江民间工艺品。通过徐涛的穿针引线，创业团
队推进了非遗进社区、进部队、进校园、进网络的

“非遗四进计划”，一年多的时间开展活动近 30
次，通过展示传统手工艺成品、邀请老艺人现场
制作、提供材料教市民制作、播放宣传片等多种
形式宣传了镇江非遗。

“太平泥叫叫”传承人周宝康的生活也因此
改变，活动展演、手工艺教学、工艺品销售等活
动，让他的泥叫叫成为了一种有地方特色的旅游
纪念品，这一濒临灭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
发了光彩。

2015 年初，徐涛又把传统手工艺品搬进了互
联网平台，新颖的“互联网 + 非遗产品”概念，让
他赢得了镇江市多项创客比赛、创业计划大赛。
然而，盈利利润少，平台推广成本高，在市场上迟
迟打不开局面，徐涛的创业伙伴从十几人缩减到
了 5 人。

徐涛一直被舍友称为“看不到的人”，每天 7
点离开，晚上不到熄灯时间不回宿舍。和王阳阳、
牛瑞东不同，徐涛是一位典型的学霸，性格沉稳
的他精力旺盛，创业的同时又当班长、学生会主
席,还被保送至上海大学攻读研究生。

“赚不到钱，还整天忙，有意思么？”面对疑问，
徐涛却说这样的创业有意义。如今，徐涛的互联网
+ 非遗项目已经转交给镇江市一家互联网公司运
作，他还是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非遗的推广和传
承。正是创业的历练，2015 年底，徐涛被聘请担任镇
江当地一家投资公司的董事长助理，前段时间还拿
到了基金从业资格证。“关于非遗的创业虽然失败
了，但是从创业过程中学到了太多太多。”

划龙舟的姑娘
姻本报记者 陈彬

6 月 18 日，广东省惠州市西枝江宽阔的河
道上，几艘龙舟在两岸众人的呐喊加油声中冲
出起点。出发后不久，其中的两艘便将对手甩在
身后，经过一番缠斗后，几乎同时冲过了终点。

冲线的那一刹那，董怡欣和其他队友一样，
只顾低头划水，并不知道自己的成绩究竟如何。
于是，她们一起将目光投向坐在船头的鼓手，只
有她有时间观察对手，而当看到鼓手胜利的表
情时，董怡欣的心终于踏实下来。

这里是 2016 中华龙舟大赛惠州站的比赛
现场。作为东北电力大学女子龙舟队的队长，
董怡欣刚刚和她的队友以领先对手 0.2 秒的
微弱优势，赢得了青少年女子 200 米直道赛的
冠军。

“龙舟是这样划的啊”

在中国的高校龙舟界，东北电力大学算得
上是一支老牌强队。这一点，在去年 9 月董怡欣
刚刚考入这所学校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不过，那
时她对于龙舟的了解，可能也只限于此了。

“之前根本没有接触过龙舟，对这项运动更
是一窍不通。”采访中，董怡欣说。

然而，作为一名大一新生，在每年一次的
“百团大战”中，却在众多的社团中选择了“一窍
不通”的龙舟队，这又是为什么呢？

孙晓梅和董怡欣是同年级的同学，也一起
加入学校的女子龙舟队。对于《中国科学报》记
者的疑问，她这样回答：“我们都一直比较喜欢
体育，有这样一个机会，觉得可以来试试，锻炼
一下自己吧。”

当然，锻炼的方式有很多，龙舟队显然不是
唯一的。但在吸引新生眼球方面，东北电力的龙
舟队的确有着独特的优势，比如那座在学校里
很是显眼的龙舟训练馆，还有在馆前摆放的两
艘大龙舟，很多新队员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
了龙舟究竟是什么样，并被深深吸引的，其中也
包括了董怡欣的另一位队友崔润芝。

不管出于什么样的原因，一群对龙舟远谈
不上了解的小姑娘，就这样操起了划桨，踏上
了龙舟，开始了自己大学生涯中的一段别样
经历。

刚接触龙舟时，新队员们还觉得划龙舟应
该是一件挺简单的事，“只要上去划水就行了”。
但真正了解之后，他们才知道这里面还有着很

多学问。“我们后来才发现，原来龙舟是这样划
的啊。”董心怡说，划龙舟还需要有正确的姿势，
更需要所有队员步调一致，“我们才知道龙舟是
一个团结的项目”。

总之，面对这样一个陌生的项目，这群大多
爱好运动的女生一开始还充满了兴趣，但没过
多久，她们的兴趣就被另外一种情绪取代了。

“别人还在坚持，为什么我不行呢”

龙舟训练是一项很苦的运动。
自 2002 年成立龙舟队之初，东北电力大学

龙舟队就是男女共同参与的，之后又分别成立
的男队和女队。虽然性别不同，但在训练项目和
训练量上，男女队员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
点让这群姑娘们有些受不了了。

“我们每天白天上专业课，晚上要拿出 3 个
小时的时间在路上跑步，在水里训练，比赛之前
还要拿出 20 多天的时间集训。”崔润芝说。

“最累的时候，想过放弃吗？”记者问。
“想过。”伴随着这句回答的，还有一阵不好

意思的笑声。
“那为什么后来还能坚持下来呢？”
“因为一份责任心吧。觉得别人还在坚持，

为什么我就不行呢？我们一直都相互鼓励。”董
怡欣说。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句“责任心”，董怡欣和她
的队友们顺利完成了从一名“菜鸟”到一名“划手”
的转变。尤其是在今年年初，随着龙舟队老队员的
陆续离队，龙舟队的全部比赛任务被这群几乎还
都在上大一的女生承担了下来。虽然到现在教练
还觉得我们“好菜”，但就是这群“好菜”的队员，在
此次惠州站的比赛中，囊括了青少年组 100 米、
200 米和 500 米比赛的三项冠军，毫无悬念地获
得了青少年女子组总成绩第一。

而此时，也正是姑娘们最为开心的时刻。
“每次我们比赛，我们学校食堂的电视上都

会播出，可多人看了。”几个月前，在中华龙舟大
赛江西鄱阳站比赛结束后，孙晓梅回到了学校，
她发现老师和同学们都在关注龙舟队的比赛。

“在学校说自己是龙舟队的，就觉得特别自豪。”

龙舟就像大家庭

“特别自豪”的龙舟队员，在比赛中也会遇
到一些让她们不太开心的事情。

比如这次 200 米的直道决赛，虽然力压对
手夺冠，但成绩其实并不如平时训练的好。“我

们觉得比赛的后半段有点着急了，大家的力量
不统一，船是不会走的。”董怡欣总结说。

在她们平时的比赛和训练中，类似的情况
非常常见。一条船，12 位队员，大家意见不统一
几乎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每到这个时候，

“开诚布公”成为了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
“在队伍里，每个人的脾气都不一样，有的

比较冲，有的就要文静一些。”崔润芝说，但大家
基本上都能做到有什么说什么，“大家觉得谁不
好都会说出来，不会在心里有什么小想法。”她
觉得这样的环境其实最有利于一个队伍的团
结。当然，在这样的队伍里待时间长了，也会对
队员自己产生影响———每个人都变得比以前更
善于交流，性格也变得更加爽朗。

“今天比赛的时候，教练说我们队伍里的两
个小姑娘很文静，大家都不敢乐出声来，只能捂
着嘴笑。”董怡欣说，其实她们在私底下可“豪
放”了。

教练口中的这两个“文静”的小姑娘是今年
年初才进入龙舟队的。事实上，除了去年 9 月入
队的董怡欣、崔润芝和孙晓梅，以及作为鼓手的
大四学姐李冬伟，龙舟队剩下的队员几乎都是
入队只有半年的新队员。换句话说，虽然仅仅只
有不到一年的队龄，董怡欣三人已经算得上是

“老队员”了。
作为“老队员”，自然要考虑自己未来的“出

路”问题。于是，记者问她们是否会在龙舟队一
直待下去。对此，她们的回答很干脆。

“我感觉肯定会，在大学里能找到一件值得
坚持的东西不容易，我想一直坚持下去。”董怡
欣说。而孙晓梅回答则要更感性一些：“其实在
这里最舍不得的，还是队员之间的感情。大家相
处得非常好，在我看来，龙舟就像我们的一个大
家庭。”

既然是“家庭”，自然舍不得离开。
不久前，董怡欣看了一部反映学校龙舟队

成立 10 周年的纪录片，这部片子让她感动不
已。“刚成立龙舟队的时候，师兄师姐们还是在
松花江训练。严寒中，他们头上结的冰碴一甩一
甩的。跟他们一比，我们其实挺幸福的。”

中华龙舟大赛惠州站的比赛已经结束了，
“董怡欣们”也将暂时离开赛场，回到学校，回到
熟悉的课堂中。但过不了多久，她们还会回到水
上，操起早已熟悉的船桨，因为在这里，有她们
热爱的龙舟，也有她们的那份幸福……

这样的精彩，只有创业者才懂
姻本报通讯员 吴奕 张明平

“这一段路真难走啊！”
“第一书记”集体培训结束后，
山东科技大学驻村“第一书
记”郭加书、张禄军、云兵兵第
一次到村里调研。在从镇驻地
到村里的路上，他们不由得感
慨村里贫穷落后的面貌，也让
他们感觉到肩上的压力。

5 月底，记者到帮扶村
采访，看到眼前的村庄已是
生机勃勃，路灯从村外延伸
到村内，水泥硬化路贯通家
家户户，新建成的村委会大
院让村干部有了办公场所，
很多村民的新房子也在如火
如荼地建设中……

抓党建 促脱贫

郭加书有一个手写的花
名册，党员姓名、年龄等信息
一目了然。郭加书发现，洼里
赵村 638 人中有 14 名党员，
村里原有办公场所 4 间，且属
危房已不能使用，缺乏党员活
动场所和必要设施，党组织活
动难以开展。他向上级争取资

金支持，建设了办公场所、文化健身广场和乡村
大舞台等，完善活动设施。

“村庄变得干净了，通了道路，修了广场。没
有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的帮扶，就没有这么好的生
活，我们打心眼里满意。”洼里赵村的李化英老人
说，“过年都想着我们这些老人，也有苹果也有
油，也搞方田也清淤，干得很好啊。”

张禄军所在的后杨村则集思广益，通过“三
会一课”“四议两公开”等，强化党建工作，开展

“我是共产党员”挂牌、“七一”重温誓词、党员评
议、三务公开等，明确党员责任，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张禄军还记得，2015 年 2 月 12 日，他驻
村后开的第一次党员大会，党员很松散，找理由
不参会。如今，但凡召开党员大会，在家的党员悉
数到场。他们告诉记者：“第一书记要选好、用好、
培养好党员干部，发挥好村干部在扶贫攻坚中的
主导作用，真正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工作队。”

上项目 促发展

按照驻村帮扶要求，第一书记的重要任务
是推动“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而精准
扶贫，首先要摸清实情，这第一步就费了第一
书记不少心力。

“全村建档立卡贫苦户 94 户 204 人，2015
年度实现脱贫 80 户 183 人，当年因病新增贫困
户 3 户 6 人，目前尚有贫困户 17 户 27 人……”
在郭加书的笔记本里，对贫困户情况了如指掌，
对扶贫脱贫做了系统规划。

郭加书说，依托农业种植、工艺品加工、农作
物秸秆综合利用、光伏发电等特色产业带动贫困
户脱贫，大有可为，通过这一系列产业扶贫项目
的“组合拳”，2016 年底将实现所有贫困户全部
脱贫，村集体收入增加 10 万元以上。

在后杨村的一间车间中，二十多个中老年妇
女正在紧张有序地做针线活，看似不起眼的地
毯，却因纯手工编织，出口远销美国、澳大利亚、
英国等地。贫困户牛爱玲说：“现在，我们也能像
城里人一样上下班了，月工资 2000 元。能过上今
天的好日子，功劳要记给驻村的张书记。”

在南王村，云兵兵通过整合村内土地 40 余
亩，集中种植了无花果树苗 4163 棵，套种了黑大
豆 8 亩、黑花生 12 亩、黄豆 13 亩，成立了南王果
蔬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公司 + 合作社 + 农
户”的扶贫模式和“采摘 + 收购”的销售模式，逐
步实现贫困户脱贫致富。

借助山东科技大学的科研优势，在扶持水落
坡镇民俗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上，第一书记也铆
足了劲。他们把学校电子商务技术、电子商务运
营技术，包括管理方面、物流方面人才和技术引
进来，做水落坡镇民俗文化产业园“e 达通”电子
商务平台服务项目。

接地气 惠民生

“要致富，先修路！”2015 年 6 月，第一书记
带领村民修好了村里连通外界的柏油路。记者站
在新修的柏油路上遇见了洼里赵村村民赵成彬。

“以前路两边都是野草，赶上雨天路滑，一不小心
就摔跟头。现在路修好了，太方便了。”

在驻村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一书记已为村
里争取到各项扶贫资金累计达 1600 余万元，这
让村里下一步的发展有了“底气”。

经过一年实践，三个村逐渐改变了落后的
状况。实现村村通路、通电、通自来水、通广播
电视、通信息等“五通”工程和有旱涝保收田、
有致富项目、有办公房、有卫生室服务、有卫生
保洁制度、有学前教育、有文化活动室、有健身
场所、有良好生态环境、有就业保障措施等“十
有”工程。

履职一年来，“第一书记”走遍了村子每个角
落，为贫困村寻找到了可行的脱贫门路，和村民
们一起确立了共同的致富目标。他们说：“达成这
些愿望，没有别的办法，就是要靠恒心磨出来，靠
努力和汗水来浇灌。”

美
丽
乡
村
﹃
筑
梦
人
﹄

姻
本
报
记
者
廖
洋

通
讯
员
韩
洪
烁

苏
大
学
子
上
演
毕
业
红
毯
秀

■
本
报
通
讯
员
裴
苑
涔
刘
金
光

近日，苏州大学医学部近
2000 名毕业生迎来了一场特
殊的毕业礼。活动现场，一条长
长的红毯在鲜花的“簇拥”下通
向露天舞台，毕业生们穿着华
丽的服装，手拉着舍友、父母、
情侣、老师，脸上洋溢着幸福纯
真的微笑，一场盛大的毕业红
毯秀开始了。

这是一个秀风采的舞台，
友情、亲情、爱情和师生情都在
这一刻上演。闺蜜团、兄弟团结
伴上台留念。一位特意从宁夏
赶来的母亲看着台上的女儿，
笑开了花，一边移动位置为女
儿拍照，一边和笔者念叨着：

“只要她开心，一切就都好，希
望她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帮助
更多的人。”

毕业班的班主任在学生的
邀请下，走上了红地毯。“能够
和这些孩子们在一起五年，互
相陪伴，是一件很美好的事，而
我在他们人生的重要时刻见证
他们的一切，我心里是非常激
动的。”班主任感慨地说。

“毕业嘛，总要留下一些值
得纪念的事，这样以后回忆起
来才不会遗憾！”多对情侣没有
放过这个秀恩爱的机会，纷纷
上台走秀。

红毯上最吸引人眼球的要
数那些身着各式晚礼服的女孩
子了。有因紧张而满脸绯红的
软妹子，有气场强大走出电影节风采的高冷女
王，也有穿不惯高跟鞋而不小心踉跄，下台后
四处找平底鞋的洒脱女生。她们活泼灵动，三
五成群，是在场最美的精灵。

“学医的学生课业繁重，往往给别人留下
不修边幅的误读。”医学部教师陆艳说，举办
此项活动就是要打破这种误读，为毕业学子
搭建展现青春魅力的舞台。苏大医学教育以
生命教育与医德教育为基础，这项活动或许
是毕业学子的最后一课，希望他们毕业后尽
快适应新的社会角色，发挥个人才智，为医学
事业多作贡献。

社团天地

苏大毕业生走红毯。

2016 年中华龙舟大赛惠州站的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