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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通知书体
现了一所学校的文
化特色和科研力量，
也是学子与这所大
学建立联系的开始。
今年，更多学校花费
心思，增加录取通知
书中的设计元素，令
人眼前一亮。

此间少年

毕业典礼是人生旅程的一个节点，在很多
学子眼中，也是从学校迈入社会的仪式。但是，
今年刚刚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专业毕业的缪璐漪却没有参加母校的毕
业典礼，而是选择去法国与德国游学。

这位来自浙江的女孩，用坚定的信念完成
了地学之路上一次又一次的挑战。

坚定决心学习地质

缪璐漪出生于浙江萧山，父母是普通的公司
职员。由于父母工作忙，她小时候由外婆抚养。外
婆家四周都是丘陵，充满山野气息。小时候，缪璐
漪有一个藏宝箱，专门存放鹅卵石、矿物、松果。面
对这些自然的“礼物”，年幼的她格外珍惜。后来选
择学地质，她或多或少受到这些影响。

高考时，缪璐漪本打算填报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地质学专业，但父母认为，女孩学地质太辛
苦，建议她报考其他专业。无奈之下，缪璐漪听从
安排，填报了同所大学的其他专业。

这一年九月，缪璐漪离开老家，如愿进入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求学，虽然专业不是地
质，可她内心难忘初心。入学之初，她便加入
该校知名的大学生社团———地球科学俱乐

部。大学军训结束后，她参与了社团组织的野
外地质考察活动。

在那次活动中，缪璐漪在高年级同学的指
导下，第一次尝试采集化石。看着古生物化石，
她觉得非常神奇———明明这些生物是有生命
的，可是亿万年前，突如其来的自然巨灾，使得
这些生物慢慢演化成坚硬的石头。

从此以后，缪璐漪一发不可收拾，学习地质
专业的愿望尤其强烈。大一下学期，经过报名、
考核等一系列程序，她如愿转至地球科学学院
地质学基地班。对于转专业这件事，缪璐漪的父
母起初并不同意，可她十分坚定：“我已经长大
了，有人生的选择权”。

转入地球科学学院的那一天，缪璐漪非常
激动，同时觉得非常自豪。作为“中途”进场者，
她需要补修所有基础课程，压力很大。经过努
力，在参加地球科学俱乐部的一次科普活动时，
她第一次站在讲台上介绍地质学常识，发挥不
错，这令她找到了专业学习的自信，同时也感受
到了地学科普的乐趣。

野外考察敢闯敢拼

2016 年大二上学期，缪璐漪加入了中国地
质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地球生物系教授宋海军团
队，开始严格的地质学系统训练。其间，身在国
外的宋海军给缪璐漪布置作业：搜集文献、阅读
文献、做好笔记，在组会上交流学习经验，培养
科研思维和良好的学习习惯。

缪璐漪与“挑战杯”结缘，冥冥之中是注定
的。因为她的指导老师宋海军曾在 2007 年获得
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特等奖，这也是学校至今
获得的唯一特等奖。2016 年秋，缪璐漪萌发了
参加“挑战杯”的想法。宋海军连连点头表示同
意，并且鼓励她，只要认真对待、持之以恒，就有
希望参加 2019 年的“挑战杯”。

大二、大三的两年，缪璐漪一头扎进地质的
“海洋”里，刻苦学习专业课程，在周口店、北戴
河接受了扎实完整的地质实践教学。大三下学
期，她在开展化石的修理和鉴定时，发现贵州谷
脚长兴阶的鹦鹉螺类型，蕴藏着古生物学的新

奥秘，便萌发了再次去贵州采集化石的想法。于
是，缪璐漪和团队成员们来到贵州，开展半个月
的暑假野外地质考察。

贵州龙里县的谷脚剖面是缪璐漪野外地
质考察时间最长的地方，令她印象最深。剖面
是路边的一个大陡坡，坡度超过了 60 度，高
度超过 12 米。为了采集化石标本，她和同学
们手脚并用。在爬坡时，她和王奕同学摔过好
几次，被山上的小滚石砸中也是常有的事。缪
璐漪亲眼见过一个师兄被滚落的石头砸中小
腿，流了好多血。其实，她也因为在陡峭的山
体摔倒过，腿上至今留下好多疤痕。“我也曾
萌生过退缩的想法，但想到老一辈地质学家
翻山越岭的地质豪情，我就咬牙坚持了下
来。”缪璐漪说。

挑战杯是地质研究的开始

2018 年 9 月，缪璐漪结束贵州野外地质考
察后回到学校，开始研究并修复化石。为了加快
进度，她连续 20 天“驻扎”在学校博物馆地下室
修复化石。面包和三明治通常就是午饭。修复化
石中形成的岩石颗粒溅得到处都是，往往是干
干净净地走进去，灰头土脸地离开。

修复化石的气动笔需要用食指拇指捏紧控
制方向。修化石时间长了，缪璐漪在睡梦中都会
觉得手指在震动。一个多月的时间，她完成了化
石修理和拍照，随后便开始撰写论文初稿。为了
更好地使用英文，她不断阅读文献，学习模仿相
关句式和表达方式。

从 2018 年 9 月到今年 1 月，缪璐漪休息
的时间加起来不到 5 天。由于长时间对着电
脑，缪璐漪也有心情不好、精神不振的时候。
每当此时，她就以“勇敢地去做你认为正确的
事情”自勉。

尽管如此，缪璐漪写完论文初稿后，还是发
现文中还有一些科学问题没有表达清楚。于是，
2019 年寒假，她再次前往贵州多地寻找地质剖
面。那时贵州的天气湿冷，踏勘结束的时候，缪
璐漪的鞋子和裤腿都已湿透、沾满了泥。一天下
来就伤风了。但此时的缪璐漪更加坚毅，坚持完

成了 14 天的野外考察。
在宋海军等人的帮助下，缪璐漪终于完成

了论文《贵州谷脚剖面长兴阶鹦鹉螺动物群的
新发现》，并将论文成功投给国际著名期刊英国
古生物学会会刊（Papers in Palaeontology）。该项
研究主要发现了长兴期（也就是大灭绝前）全球
范围内生物多样性最高的鹦鹉螺动物群，包括
三个新种和一个新属，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十
分罕见的。

与此同时，以这篇论文的核心研究内容为
基础，缪璐漪又与其他成员一起开展计算流体
力学模拟，发现鹦鹉螺在大灭绝中幸存的奥
秘———幸存的鹦鹉螺壳体阻力系数明显减小。
基于此，他们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幸存模式“流线
型化”。依托这些成果，他们以《鹦鹉螺如何在二
叠纪—三叠纪之交大灭绝中幸存》的为题，参加
了湖北省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缪璐漪回忆说：“虽然参加‘挑战杯’一直是
我的梦想，但真正参与其中，其实心里没有底，
因为没有参加过如此大规模、高级别的竞赛。”
但是想到指导老师宋海军曾经获得全国大学生

“挑战杯”特等奖、师兄王奉宇（2018 年度全国
大学生年度人物）获得一等奖，缪璐漪就又找到
了竞赛的自信。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最终，由中国地质大
学（武汉）宋海军、楚道亮老师指导，缪璐漪、宋
汉宸提交的参赛作品《鹦鹉螺如何在二叠纪—
三叠纪之交大灭绝中幸存》，凭着参赛作品内容
的专业性、前沿性、创新性和详实的数据分析，
在湖北省第十二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
技作品竞赛 810 件决赛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
获得特等奖。

随即，她马不停蹄地参加完本科论文答辩
后，6 月上旬，只身前往法国勃艮第大学和德国
自然历史博物馆，开始三个月的研学之旅，以此
拓展科学的眼界、知识的高度。

今年 9 月，缪璐漪将继续师从宋海军，开始
硕博连读。10 月，她将角逐全国大学生“挑战
杯”决赛。未来已来，她的地质专业学习与研究，
将翻开新的一页。

缪璐漪：地学之路的挑战者
姻本报通讯员 陈华文 黄志炜

7 月 9 日上午，在清华大学本科招生办公
室，安徽师大附中毕业生朱震霆从招办主任余
潇潇手中接过了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成为今
年第一个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清华 2019 级新生。

翻开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清华大学颇具
代表性的“二校门”跃然纸上。“跃然”二字并非
指“二校门”被描绘的逼真，而是经过 3D 设计
处理后，它真实地“矗立”于纸上。

同样有着百年历史的北京大学，今年也在
录取通知书上花了不少心思：首先封面上印刷
的是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亲笔题写的

“录取通知书”；打开封面，大学堂牌匾位于正中
央；再翻开牌匾，其间是学生的学号、姓名、院
系、专业等信息，这些都是将要陪伴每位学子大
学四年时光的信息。有意思的是，虽然没有 3D
版的校门，但是北大录取通知书被打开后，也可
以竖立，成为一份独家纪念。

而今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
的录取通知书则被戏称为“真硬核”，因为它真
的嵌入了一颗“芯”。

用“芯”制作

胡伟武是为国科大录取通知书装上“芯”的
人。他的身份很多：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
员、龙芯 CPU 首席科学家、国科大浙江省招生
组组长……他笑称，这次将龙芯置入录取通知
书中，起源于一次闲聊时的非官方邀请。“当时
在浙江省现场招生的空隙，招生办公室的老师
询问我能否将龙芯置入录取通知书中。”胡伟武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回忆道。
虽然听起来像是玩笑之言，但说者无心，听

者有意，胡伟武从公司提出龙芯芯片，供给国科
大。招生办公室则将其嵌入录取通知书中，为了
让学生感受到这颗“芯”的意义，随龙芯附上一
段话：“它看上去很小，却可以驱动庞大的世界；

它朴实无华，正是中国科学院砥砺创新自主研
发的写照。希望同学们透过芯片，读懂更多，看
得更远！”

这段话写进了胡伟武心中，他希望通过一
颗小小的龙芯芯片，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国科
大与中科院。“国科大代表了中科院的教育水
平，因为很多任课教师都并非国科大专职教师
而是来自中科院的研究员，甚至是院士。”胡伟
武说，正因为如此，国科大才是真正体现科教融
合之所在。

现下，正处于芯片敏感期，龙芯为国家解决
“卡脖子”的问题提供了重要支持。“中科院是国
家战略科学力量，着重解决关键性科学问题。国
科大则为中科院输送人才。在国科大，有句话是

‘国有疑难可问我’，就是鼓励进入国科大的学
生要立下远大的志向，为国分忧。”胡伟武说。胡
伟武的导师是国科大计算机学院的创始人，“他
在教育中从未提及个人未来的成就，而是一再
强调国家需要你”。

当然，国科大的吸引力并不只有龙芯，2017
年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国科大以 18 个 A+、30
个 A 类学科的成绩，直逼北大清华的 21 个
A+，位居全国第三；在 2018 年 5 月 ESI 综合排
名中，国科大以全球排名第 99 位、雄居中国大
学国际排名第二位的成绩，成为国内仅有的两
所进入 ESI 综合排名百强的高校。

“其实进入国科大和中科院并不意味着穿
着白大褂、拿着微薄的薪水做基础研究。中科院
不仅研究高精尖，在创业方面也是首屈一指。仅
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就孵化了联想、曙光、龙
芯等知名企业。”胡伟武表示。

为你展现最美的景色

与国科大龙芯的意味深长不同，天津大
学的录取通知书将近两年火爆的 AR 技术应
用其中。学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只需要打开
手机扫一扫，就能看到智能 AR 主播“海小
棠”出现在屏幕中，热情洋溢地欢迎学生们开
启大学生活。“海小棠的卡通形象是因天津大
学校园内春天盛开的海棠花而得名，它也是
深受天津大学师生喜爱的吉祥物。”天津大学
招生办公室教师贾晗介绍道，除了 AR 技术，
天津大学还在随录取通知书寄出的物品中暗
藏了不少“天大秘密”。

打开“天大 +”大礼包，“欢迎你，天大人”的
字样映入眼帘，礼包封面以剪影风格呈现出卫
津路校区和北洋园校区正面、北洋纪念亭、天津
之眼等天津大学和天津的地标性建筑以及“海
燕号”“C919 大飞机”等天津大学代表性的科研
成果；在“登机牌”电子密钥中，则隐藏着为中央
电视台纪念天津大学建校 120 周年拍摄的《大
学之道》纪录片，天津大学国际版与青春版宣传

片以及《天大之美》2019 年宣传片等。“希望学
生们能够感受到我们今年设计录取通知书上的

‘心意与新意’，感受到天津大学的深厚底蕴与
青春朝气，‘天大 +’期待每个学子的到来，为天
大增加属于新天大人的色彩。”贾晗表示。

与天津大学 AR 技术不同，东南大学把校
歌搬进了录取通知书。学生们展开通知书的同
时，校歌声起：“东揽钟山紫气，北拥扬子银涛”

“日新臻化境，四海领风骚……”录取通知书的
封面则是由建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
学建筑研究所所长齐康所作的大礼堂钢笔画。
至于对新生的祝福，东南大学则将其进行了语
音处理，成为每一位新生的专属语音祝福，随录
取通知书一同寄出。

蕴含浓浓人文气息

录取通知书中除了科技味，还有浓浓的人
文气息。陕西师范大学就寄出了一封封带着墨
香的录取通知书，因为通知书上每一位学生的
名字都是由该校退休教师、在职教师、校友等人
一笔一画用毛笔蘸墨书写。今年已经是陕西师
范大学坚持手写名字的第十三个年头，也较往
年多了些变化，陕西师范大学不仅制作了新版
录取通知书，还用封泥印、剪纸剪影等传统工艺
展现学校历史发展印记，同批寄出的还有依据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博物馆所藏清代“师宝”设计
制作的纪念版“师宝”等。据介绍，“师宝”是古代
教师使用的“惊堂木”，用于整饬教学秩序，向新
生赠送“师宝”是学校尊师重教的体现。

今年迎来建校百年的南开大学也在录取通
知书上体现了百年的纪念意义。在通知书的封
面上，设计者列出南开百年历程时间轴，在“允
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引领下，拉动百年标
志，追随总理的脚步感知每个历史时刻南开的
选择与坚持。走到主楼前，“欢迎你，新百年的南
开人”的录取通知书内页缓缓呈现。

“南开大学百年纪念版录取通知书由学生
参与设计与制作，多次征询学生意见，制作团队
为南开大学学生创业团队。为设计成为学生喜
闻乐见的形式，录取通知书前后改稿二十多次，
最终定版。”南开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金柏
江告诉《中国科学报》。随南开大学百年纪念版
录取通知书一并寄出的还有百年纪念版卡套与
手环。

金柏江介绍说，卡套上为张伯苓老校长“爱
国三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
中国好吗？”手环上则印有“百年一遇，南开等
你”的字样。“我们期待新百年的南开人收到录
取通知书后，能够感受到南开历史的厚重，坚定
南开精神，与南开先贤与杰出校友一道，发扬愈
挫愈勇的南开精神，矢志不移，砥砺前行，实现
更光明的南开梦，中国梦！”金柏江说。

一封“纸短”诉“情长”
姻本报记者 袁一雪

这是一位生活中充满
阳光的“向日葵女孩”，也是
一位自强自立的逐梦女孩。
自幼父亲就离家出走，9 岁
失去爷爷，12 岁母亲失踪，
18 岁又失去奶奶……虽然
遭遇种种不幸，却依然坚
强乐观，她品学兼优，最终
带着全村人的希望步入大
学校园。

她叫马艳英，是山东
科技大学矿业学院安全工
程专业大三学生，本科在
读期间便发表学术论文 6
篇，获实用新型专利 4 项，
成为同学们眼中的“科研
之星”。

放手过去，笑对百态

黑色 T 恤、皮革背包、
面带微笑，眼神中却透露
出一名青春少女鲜有的坚
毅与刚强……这是马艳英
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马艳英的母亲患有精
神上的疾病，或许对未来
看不到任何希望，在马艳
英两岁时，父亲离家出走，
从此一去不返。自那以后，
爷爷奶奶仅靠家中三四亩
地养育着她。

命运无坦途，九岁那年，年迈的爷爷因积劳
成疾突然撒手人寰，留下她和多病的奶奶及疯疯
癫癫的妈妈相依为命。尚未成年的马艳英不得已
成为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十二岁时，妈妈又突
然失踪。待到十八岁，噩耗再次传来，奶奶在一次
摔倒之后再也没有站起来。

“生活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马艳英并
没有被打倒，村里人对她的关心与照顾成为她努
力的动力。她立下志愿，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才
是对亲人们最好的回报。

2016 年盛夏，马艳英带着全村人的希望考入
了山东科技大学。她站在家徒四壁的房门前，握
着录取通知书，感慨万千。

尝试千姿，绽放自我

在进入山东科技大学后，马艳英开始如饥似
渴地学习。她制定了短期规划和中长期规划：大
学期间，要保持学业领先；要考研究生、博士生，
做个有用的人。“人生充满坎坷也要微笑面对。”
马艳英说。

入学后的五个学期以来，马艳英的学习成绩在
同专业 160 名同学中一直稳居前五名，同时她还是
学生会干部，并积极参加各类比赛。她印象最深的
是参加 2018 年第八届全国高等学校采矿工程专业
学生实践作品大赛。“开始还不敢去，觉得自己实力
不够，但是我老师一直鼓励我，说我一定可以。”对
建模软件一窍不通的她，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自学了
三四种软件，常在实验室里一待就是一天一夜。最
终马艳英夺得比赛全国三等奖。

此后，在山东科技大学矿业学院“攀登计划”
的指引下，马艳英开始频繁地创新、参赛，申请专
利，撰写学术论文。入学三年以来，她已以第一作
者发表学术论文 6 篇，获批实用新型专利 4 项，
获得大学生数学竞赛省级二等奖、全国大学生英
语写作大赛一等奖等 10 余项。

在同学眼中，马艳英乐于助人。在一次“学霸
课堂”活动中，马艳英主动请缨，担任了高等数学
的补习任务，让同学远离高数挂科；她带领同学
一起参加比赛，同学中无论谁有困难，她都会乐
此不疲地伸出援手。

绽放光芒，逐梦远扬

“如果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我要做一
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受过资助的马艳英也想将
这份爱心传递。所以进入山东科技大学后，马艳
英便提交了志愿者申请书，加入了青年志愿者协
会。她多次参与敬老爱老等志愿服务，也参与过
中国扶贫基金会“善行 100”大型公益活动，还曾
在夏日参加泗水县暑期支教活动，带队到农村开
展新农村建设社会实践调研等。

济宁市泗水县的支教之行最让马艳英难忘。在
支教队里，她担任小学四年级的数学老师。正值酷
暑，她住进村里的闲置房间，自制课表授课。农村长
大的她，对这片土地充满了感情，也深知这里的孩
子最需要什么。临走前，孩子们抹起了眼泪，不舍得
这位大姐姐离开。这让马艳英感受到了温暖和力
量，也让她更加坚定了公益的脚步。

“如果你面朝黑暗，请你转身，背后一定有温
暖的阳光。”马艳英总是这样乐观而又坚强，像极
了向日葵，始终朝向太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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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艳英在实验室里做创新研究

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

缪璐漪（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