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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郑远
通讯员 韩淑曼 陈曼姣

“把米糠变废为宝，来推进乡村产

业振兴”“专注氢能源，助力积极稳妥

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我们新工科人才

要在数字化浪潮里奔涌前行”……连

日来，在浙江工业大学师生的朋友圈

里，一场由青年科学家领衔的微宣讲

接力正在火热进行中。来自学校各学

院的青年科学家、青年学者代表，通过

微视频平台讲述对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理解和践行的故事。

据了解，2020年浙工大结合学校

理工科专业特长，遴选出50多名以

“四青人才”领衔的青年科学家和博士

研究生，成立了“青说青听”青年科学

家理论宣讲团，并聘请马克思主义学

院的相关理论专家作指导。“让有信仰

的人讲信仰，让崇尚科学的人传播科

学理论，让青年说给青年听，是我们成

立‘青说青听’青年科学家宣讲品牌的

初衷。”浙工大党委副书记、省首批理

论宣讲名师工作室负责人陈杰介绍，

基于“青说青听”宣讲品牌的师生共同

成长工程由此孵化。

新舞台
青年科学家成宣讲主力军

今年1月，浙工大2022年度十大

新闻揭晓，“学校首次作为第一单位在

《科学》（Science）发表论文”榜上有

名。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中就有“青

说青听”宣讲团成员、该校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青年科学家刘育京。

在《跟着总书记学思维》的系列宣

讲视频中，刘育京以所在的科研团队

创新技术开发高比能锂二次电池的经

验为例，向观众讲述他对创新思维的

理解。“在一场场理论宣讲活动中，我

更深刻地认识到，作为高校科研创新

前沿阵地的一分子，更应培养自己的

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刘育京表示，通

过宣讲活动他从“理论小白”逐渐升

级，在加深理论修养的同时也对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2022年，刘育京还受邀参与了浙

江青年理论宣讲主题宣传片《8090向

阳而声》的摄制活动。

新学期伊始，“青说青听”宣讲团

再度扩容，一批学生们耳熟能详、自带

“流量”的新任宣讲员特别引人注目。

他们中，有在《二十大青年说》系列视

频中“首秀”的化学工程学院90后教

授、中国科协“未来女科学家计划”入

选者林丽利；有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佴建威……

“每年我们都会通过阶段性的‘招

新’，完善‘用党的科学理论武装青年’

的工作机制，让学校里更多优秀的青

年科学家发出新时代的‘潮声’，影响

和带动更多青年教师、青年学子感知

时代的脉动，践行青年的使命。”浙工

大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周杰介绍。依托

“青说青听”宣讲团的宣讲员力量，学

校还成立了00后未来科学家理论宣

讲团等20余个特色鲜明的理论宣讲

团，打造了“跟着总书记学思维”“红旗

领读人”“理论正当午”等品牌活动，目

前已在校内外宣讲上百场，累计受众

上百万人次。

有共鸣
将理论和实践融会贯通

“以后村里什么样儿，党的二十大

报告都给咱们指明了方向。”前不久，

浙工大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食品营养

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青说青听”宣讲

团成员杨开又一次将“宣讲流动车”开

进台州市黄岩区高桥街道下浦郑村。

近年来，浙工大与下浦郑村进行

深入合作，帮助当地传统风味米面进

行产业提升和转型升级。杨开作为米

面产业振兴项目的主要负责人，见证

了在校地合作下的产业变革。在宣讲

中，他立足自身专业领域，联系校地合

作的实践故事，围绕“产业振兴”“乡村

旅游发展”“共同富裕”等关键词，与村

民一同探讨米面技术的来源和优势，

通过讲“百姓话”和“身边事”向群众宣

讲普及米面科技发展现状和共同富裕

实践，把理论传播融于产业创新实践

的故事中。

这样有共鸣的“理论宣讲流动车”

在“青说青听”宣讲团还有很多。在义

乌的村社广场、文化礼堂、企业单位等

场所，经常可以听到浙工大中药健康

产品研究所所长陈素红结合自身专业

开展宣讲的声音；机械工程学院教师

钟麒带领宣讲团中00后大学生走进

工厂一线，与工人们同吃同住，一起钻

研尖端技术，真切感受科技自立自强

的战略意义……

从2021年开始，“青说青听”宣讲

团创新“理论宣讲+科技服务”新模

式，联合“教授博士团”和大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团一起开动“理论宣讲流动

车”，组织1000余支团队、6000余名

师生，发挥学科专业与科技创新优势，

结合地方特色产业和企业需求，共同

把创新创业、产业变革、成果转化的前

沿信息和最新政策送到全国各地的创

业园区、工厂车间、田间地头。

受热捧
让“青说”和“青听”同频共振
理论宣讲怎么讲、讲得好不好，关

键看是否能在青年中产生影响、是否能

为青年带来正向引导。在青年科学家

的带动下，浙工大00后大学生也慢慢走

上宣讲舞台，用更加创新的方式、更加

青春的话语，用新形式、新宣讲回应和

回答。

以浙工大00后大学生为主角的

《上场吧！00后 talker》宣讲视频在

各大平台上爆火。视频中，

信息工程学院 2019 级自动

化专业的00后陈康垒体验一

回真正的“追星人”——偶然

的机会，他与北斗三号卫星

系统总设计师陈忠贵进行了

面对面交流，并在交流中深受鼓舞。

陈康垒把这些感悟写进歌词，以歌唱

的方式表达00后的青春信仰。

和这个视频的受众一样，当代青

年人多被称为“网生代”，网络已不仅

仅是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之一，还是

一扇与大千世界沟通的窗口。为了抓

住青年人的注意力，“青说青听”宣讲

团积极利用网络新平台、科学新技术

来打造沉浸式、开放式、互动式的理论

宣讲。

在青年人扎堆的哔哩哔哩视频弹

幕网站中，“青说青听”宣讲团指导学

生制作的2022届毕业主题视频《回答》

“圈粉”无数。视频中，朝气蓬勃的脸

庞、铿锵有力的旁白和独出心裁的剧

情，吸引了广大师生和家长转发观看。

该视频在全网点击量超30万。同时，

“青说青听”宣讲团在浙工大的各个新

媒体平台，开设了理论宣讲专栏，连续

推出《跟着总书记学思维》《共富青年

说》《二十大青年说》等系列宣讲视频，

累计阅读、点击量超百万。《跟着总书记

学思维—创新思维》作品被中宣部评为

“全国优秀理论宣讲微视频”。

“以前一提到宣讲，不少学生总是

有一种‘讲大道理’‘冗长枯燥’的刻板

印象。”陈杰介绍，通过身边的榜样激

发在校大学生们对理论宣讲的热情，

00后也开始逐渐懂理论、爱宣讲。在

不断更新理论宣讲理念、创新形式、创

设载体后，不少00后发生了从“学”到

“信”、从“听”到“讲”的转变。

下一步，“青说青听”宣讲团在集

结更多青年科学家的同时，也要激发

更多的00后未来科学家走上宣讲舞

台成为宣讲主体，进而凝聚成理论宣

讲先锋队。

□温州大学 林弋湉

2017 年，我妹妹 5 岁。一次接她放学

时，她歪歪扭扭地向我跑来，突然被自己绊

倒，眼泪汪汪地坐在地上说：“姐姐，为什么

地上的线会动，我总是摔倒。”委屈的表情和

擦破的小手让我心疼。

后来，爸妈带她去看了医生，医院的诊

断结果是重度感统失调。面对这个陌生的

词汇，我有些手足无措。什么是感统？它如

何失调？重度又会有多重？我开始问自己：

“我能做些什么？”

医生告诉我，这些孩子存在“记忆短暂”

“平衡失调”“肢体不协调”等问题。我突然

想起，妹妹总是让我给她一遍遍讲听过的旧

故事，嘴里却嘟囔着：“这个新故事真好听！”

这可能就是记忆短暂的表现。

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去了解

这个群体。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感统失调儿童比例高达85%，其中30%是重

度感统失调，但通过感统训练是可以完全治

愈的，可一旦超过12岁，社交障碍、学习工

作无法专注、脾气暴躁等症状将会定型，伴

随一生。

治疗过程中，枯燥的训练、冰冷的器械

让妹妹很抗拒，效果并不理想。我开始尝试

将她从小感兴趣的音乐和玩具融入治疗。

在接下来的训练中，我看到了她的微笑和眼

里的光芒，也发现了音乐感统的魅力和自己

的热爱所在。

一朵小花的绽放，让我更渴望坚守自己的初心，继续

深耕音乐感统这片热土。于是，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学前

教育专业。多次农村实习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乡村感统教

育几近空白的现状，也让我接触到许多和妹妹一样感统失

调的农村儿童，他们中半数以上已经错过治疗的黄金期。

我既心疼这些眼神清澈的孩子，又痛心家长们对感统领域

知识的匮乏。我又一次问自己：“我还能做些什么？”

在专业教师的指导下，我针对幼儿感官与八大音乐

元素开发独创的多感协同音乐教育理念，累计调研125所

幼儿园，访谈80名家长，接触3177名幼儿，并据此研发出

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音乐感统教玩具。从实践到理论，

主持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等课题4项，发表10余篇学

术论文并被维普等网站收录，拥有6项教玩具专利。

为了能让更多孩子感受到音乐感统教玩具的温度，

我创立了温州童乐稚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大规模投产

独创的音乐感统教玩具。

公益创业并非易事，虽然我是孩子们眼里的“玩具大

王”，但是从一个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转变成真正的音乐感

统开拓者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利用休息时间请教专业

课教师，和他们一起探讨设计方案，拜访多家玩具厂商，

把关产品质量。经过不断的努力与尝试，我的音乐感统

教玩具公司在这一领域落地生根，累计销售教玩具2840

套，受益幼儿超2.6万名。

曾经因为一朵花开，我坚定了选择；如今为了一片花

海，我努力去开拓，联合多方力量共同发声，传播感统理

念。线上，我开通了抖音账号，拥有粉丝259万；线下，我

辗转百余所农村幼儿园，定期赴文成、泰顺、苍南等地的

农村幼儿园进行一对一的感统治疗……

平衡失调的孩子开始走直线了，光敏感的孩子在有

轻微光线的环境下能入睡了……看到孩子们的转变和家

长的欣喜，我觉得值了。

守护一朵花开，深耕一方热土，静待一片花海。我愿

继续做那浇花者，用心浇灌，让迟开的鲜花依旧怒放。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雨轩）每年

3月，全国各地都会掀起学雷锋的热

潮，而对于浙江大学学生E志者协会

来说，学雷锋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口

号。自1984年起，这个学生社团为师

生提供免费的志愿维修服务，近40年

来始终如一。

1984年，当时电气工程学院电机

系的学生们自发成立了电器维修小

组，这是E志者协会的前身。7个电机

系无线电爱好者聚集在一起，义务修

理师生们的收录机。随着维修需求的

不断增多，维修小组的规模也不断扩

大。2008年，E志者协会正式成立，至

今已有百余名成员，主要由各院系低

年级本科生组成。U盘、台灯、电风

扇、电子琴……只要能修，他们都会尽

力尝试。

金子蕙是E志者协会的现任会

长。刚加入协会时，她曾接到一张电

脑维修工单——一位教师带着老旧

的台式电脑向她寻求帮助。“当时我

还是个‘小萌新’，修好这台机器花了

整整一个通宵，也多亏资深前辈们协

助我一起修理。”回忆起这件事，金子

蕙觉得既开心又有成就感，“每次把

维修好的设备交到对方手上时，我就

觉得很满足，也坚信自己做的事情是

有意义的”。

如今，在协会的维修场地里，螺丝

刀、拆机片、系统盘、PE盘、硅脂、电烙

铁和热胶枪等维修设备一应俱全，成

员们还购置了台钻、3D打印机和激光

雕刻机等硬件设备。为了更好地跟进

修理情况，大家自行搭建了一套在线

工单系统，谁送来的维修物品、携带的

附件有哪些、修理进度如何、谁完成的

修缮，全都一一记录在案。据统计，过

去一年里，协会共维修设备1764台，

成功率超过90%。

除了日常的值班维修，每学期，

协会成员都会走进宿舍区，开展维

修。电脑有问题，他们上门来帮忙；

新生入学报到前，他们推出“购机指

南”“验机指南”等科普推文……在

维修服务之余，成员们也坚持助力

公益科普事业。大家走出校园，将

维修服务送进周边社区，足迹遍布

全市 5个街道 20余个社区，重点面

向居民提供上门维修及咨询服务，

降低电子设备废弃率，科普安全用

电知识，扩展技术公益活动的受益

人群。

此外，协会还与学校离退休办合

作，为有需要的退休教职工提供电器

志愿维修服务。一位退休教师说，自

己人生中的第一部智能手机，之前因

为不会使用一直放在柜子里。“现在走

到哪里都要用到手机。学生们很有耐

心，一步步地教我，这让我收获很大！”

宁大阳明学院
助力新生科学规划大学生涯

本报讯（记者 季 颖 通讯员 夏晓晨）完成延期的

期末考试，科学规划学习计划……结束了“超长寒假”，新

学期伊始，宁波大学阳明学院2022级思想政治教育（师

范）专业大一学生刘一诺快速切换到了“学习模式”。“这多

亏了学院及时提供的‘通关攻略’。”

刘一诺口中的“通关攻略”是阳明学院发布的《大学生

寒假指导手册》。这是学院为帮助学生，尤其是大一学生

做好寒假生活规划，引导学生过一个充实、有收获的假期

而制定的。

这份手册突出指导引领，强调自我管理，围绕“五育”并

举，设置“乐学、乐动、乐读、乐思、乐行”5项内容，推出24项

活动方案，既有与宁大图书馆合作的经典阅读书目推荐，也

有云分享我的家乡“红”，云体验我们的中国“红”系列活动

等，以必做和选做的方式，供学生应用。“真正的学习不是在

高中之前，而是从大学开始，要从被动地学习、监督地学习

转变为主动地学习、积极地学习。”学院相关负责人说，希望

以此助推新生学会选择、学会规划、学会成长。

与此同时，学院还推出了学生成长系列讲座——《大

学新生如何科学规划自己的寒假？》，帮助学生确立学业规

划意识，鼓励大家多途径了解自己的专业，扎实学好专业

知识，并通过科研、竞赛、考证等方式拓展提升自己，尽快

度过大一迷茫期。

据了解，一直以来，为引导广大学生自觉树立正确的

成才观、择业观和就业观，阳明学院开展了系列职业生涯

规划活动。从新生甫一入学的“职业生涯规划”系列讲座，

到举办“1+3”成长训练营、职业生涯规划大赛等，学院通

过职业生涯教育提高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和技能。

答卷·
“零零后”学生话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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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教育部公示了2023年度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名单，浙江高校共有13个项目
入选。即日起，本报推出《创新大思政，铸魂育人心》栏目，分享入选项目的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引领各
高校加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提升工作质量和水平。本期推出第一篇——

浙工大：
理论宣讲注入青年科学家力量

点亮光 发挥热

浙大有支学生社团免费志愿维修40年

“位”她而来

日前，浙江省 2023届女大学生专场招聘会
在杭州师范大学举办。200余家企业携3000余
个优质岗位参加活动，来自省内外高校的 3000
余名毕业生前来应聘。招聘会还设有杭州市师
友计划“导师面对面”现场咨询区，来自高校、企
业的女性导师现场为女大学生“把脉问诊”，提供
更具针对性的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本报通讯员 杨 迪 成 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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