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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山海，他们为贵州发展洒汗水、施才干

“复旦文化校历”小程序上线

本报讯 新学期伊始，“文化校历”2.0正式开启，推出移动端文化信息服务，“复旦文化校历”小
程序将让更多精彩触手可及。

文化是大学的学术息壤和活力源泉，校历是校园的韵律和节奏。复旦的校风学风和校园文化涵
养一代代优秀学子，涵养出复旦人共同的精神气质。“复旦文化校历”小程序的上线，将进一步促进广
大师生积极参与校园文化建设。 本报记者殷梦昊

十年来，从与世隔绝到“万桥

飞架”畅通内外、撕掉绝对贫困标

签，贵州创下“黄金十年”的发展

奇迹。十年来，一批又一批复旦

人来到贵州，他们有的是扎根贵

州的选调生、校友，有的是用爱接

力的复旦研究生支教团（下文简

称：研支团）队员。他们在贵州挥

洒汗水、施展才干，为贵州发展贡

献复旦人的力量。

2月28日至29日，复旦代表

团走访调研贵州期间，召开在黔

选调生座谈会、校友见面会，调研

乌江复旦学校，看望支教队员。

恢复一身“土气”
成为农村“万金油”

八年前的夏天，2015届法学

院硕士毕业生符波放弃上海工作

机会，回到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

苗族自治州兴义市，这个生他养

他的大山深处的小县城。

虽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但

经历十多年的外省市学校生活，

重新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工作，符

波急需“恢复土气”。符波意识

到：基层工作不是比拼学历多高，

看过的专业书籍有多少，发表专

业文章多少，而是要能实实在在

解决问题。符波沉下心来，学政

策学文件，入组入户了解情况，文

件书本找不到的，就虚心向同事

问和学，成了农村“万金油”，成了

“土里土气”的乡镇人。

符波说，“用一件件力所能及

的小事，为群众带去幸福感，我真

正找到了在基层工作的价值。”

架起一座桥
与村民心连心

同样在八年前的夏天，2015

届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硕

士毕业生黄亦梁成为一名贵州

选调生。“虽然两年的驻村结束

了，一些村民群众还是经常给我

打电话。”

在贵州省惠水县好花红镇

担任驻村第一书记期间，黄亦梁

入户开展村情民情调研，了解群

众需求。通过多方了解，得知省

级交通执法部门有“渡改桥”项

目，黄亦梁与同事上门拜访相关

部门，并将详细的情况进行了汇

报。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最终

争取到100多万元资金，修建了

一座桥梁，解决了多年来渡船的

安全风险和渡口拆除后群众出

行的难题。

将个人理想
融入国家梦想

“我是贵州人，毕业后回到

家乡做选调生非常开心，而且我

认为这是一份能将个人理想融

入国家梦想的很好的职业选

择。”从参与疫情防控到人居环

境整治，从为群众安一盏灯、修

一条沟到打造乡村振兴示范试

点，四年来，2019 届经济学院本

科生姚典君体会到，“个人的微

光虽然渺小，但正是有千千万万

的微光，才汇聚成事业蓬勃发展

的力量。”

目前像黄亦梁、符波、姚典

君一样扎根贵州的复旦选调生

已经有 75 人。姚典君认为母校

教会了她知识，更教会了她志存

高远的精神追求，“当我们做到

这些，我相信，即使我们在地理

上距离复旦相隔千里，但心中的

复旦会近在咫尺。”

跨越山海从未间断
做照进大山里的火烛

2005 年，复旦百年校庆之

际，在贵州省息烽县九庄镇援建

乌江复旦学校。2006年起，复旦

研支团开始支教乌江复旦学校。

18年间，63人先后跨越千山万水

来到这里。

“我来自贵州，回到贵州支

教，播撒一点微光，于我而言，是

再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从复旦学

生成为复旦老师，去年8月，第25

届研支团队员罗诗韵来到离家约

200公里的支教地乌江复旦学校

——一个在气候、地貌等各方面

都与家乡相似的地方。走下中巴

车，熟悉感扑面而来。

“去西部那片广袤的土地上

生活，去看看那里是什么样子。”

第 25 届研支团队员朱天怡说。

“蛮想线下支教一次”，是第25届

研支团队员钱天则的想法。

就这样，3位研支团支教队员，

用一年的时间，在西部的“另外一

个复旦”，陪伴一批孩子们成长。

他们跟随的，是过去 18 年

间扎根于此的 60 余位研支团队

员的步伐。

对每个学生负责
一个都不能少

教 学 是 研 支 团 的 首 要 任

务。队员们常扮演“救火队员”，

哪个科目少老师，就成为哪科老

师。过去 18 年，研支团队员担

任过英语、历史、地理、物理等科

目的老师。

刚刚本科毕业的钱天则成了

历史老师。在她前面的两届支教

队员，第 23 届研支团队员毛奕

力、第24届研支团队员陈文静在

支教期间都曾创下当时历史在全

县的最好排名。于她而言，这既

是压力、挑战，也是一份激励。

得知钱天则要教历史，陈文

静主动联系了她。“学姐分门别

类地跟我分享了历史教学的方

法、与学生们的相处小秘招，给

了我‘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底气

和信心。”

“对每一个学生负责，不放

弃任何一个学生。”这是乌江复旦

学校的教育精神，也是研支团队

员的坚守和担当。

“第七教学楼”
走出大学生

作为外界了解西部的重要途

径之一，复旦研支团牵线搭桥，为

学校联系各类资助及帮扶，让更

多人加入到帮扶西部中来。

18年来，一届届研支团队员

接力，乌江复旦学校和其它支教

学 校 被 誉 为 复 旦“ 第 七 教 学

楼”。从这里，走出好几位复旦

大学生。

研支团的支教活动，得到复

旦贵州校友会的支持。2 月 29

日，校友会会长王峻峰及校友代

表驱车来到乌江复旦学校，举办

该校第一届贵州复旦校友会奖学

金发放仪式。

更多复旦人与贵州的新故

事，正启新篇。

本报记者章佩林 胡慧中

▲选调生符波在基层走村入户了解情况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

等10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银龄

教师行动计划》通知精神，同时欢

送2024年春季学期即将踏上支援

西部之路的四位银龄教师，复旦

大学2024年“国家银龄教师行动

计划”教师座谈会于2月27日召

开。校党委副书记周虎出席会议

并讲话。银龄教师和所在单位负

责人、银龄支教领导小组各成员

单位负责人、银龄教师家属代表

和相关工作人员参加会议。

据悉，公共卫生学院厉曙光

教授、基础医学院王海杰教授、

化学系孟歌研究员将赴滇西应

用技术大学支教一年。国际问

题研究院刘永涛研究员已经支

教半年，本次又继续签约一年，

目前还在云南。

来源：退休教职工工作处

四位银龄教师支援西部建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区校

统战合作共建，不断深化大统战

工作格局建设，2月27日下午，上

海杨浦区委统战部一行来我校开

展工作交流。

与会人员聚焦招才引智、理

论研究、统战宣传、组织建设、人

才培养以及推进区校高质量发展

等方面各抒己见，深入交流，并就

区校联动的有效形式、平台载体

等方面作了积极探讨，初步达成

了推进相关工作的共识，形成了

2024年合作项目清单。

双方将充分发挥统一战线

联系广泛的优势，共同探讨建立

共促发展的长效运行机制，提升

合作层次、拓宽合作领域、创新

合作模式，不断丰富互动活动，

谱就区校融合新篇章，结出合作

共赢新成果。 来源：党委统战部

杨浦区委统战部来我校交流

▲支教队员朱天怡指导广播站成员播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