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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青年报评论员 张逸麟

连日来，上海高校的毕业季也如电影

节一般，上演了一幕幕精彩瞬间，既有庄

严的仪式感，也在各种“整活”中展现浪漫

与温情。其中各高校师长的致辞虽是保

留节目，却因其“金句频出”的属性备受瞩

目。

毕业典礼上的每一份寄语，都是长辈

真挚的关怀，是同辈倾心的祝福，也蕴含

着智者对世事和时代的深度思考，无论是

继续在象牙塔里向上求索，还是走出校门

奔赴山海，学子们都可以从中汲取奋进的

力量，打开洞察时代的窗口。

上海交大校长丁奎岭的致辞，用福特

汽车与中国的百年情缘，折射出全球产业

格局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深刻变化，用“稀

土之父”徐光宪数十年的深耕与探索，弘

扬将人生选择与国家所需相融的价值取

向。这些故事都紧扣时代脉搏和国家发

展大势，让每一个毕业生从中找到情感共

鸣。

经过四年锻造，许多学子对于踏上

社会、实现人生价值满怀激情。但面对

竞争激烈的就业形势，往往在兴奋中有

些许忐忑；面对瞬息万变的技术革新，也

往往在期盼中带着迷茫。毕业典礼上的

致辞，正是以契合时代的思辨指明未来

发展的道路，发挥学校最后一堂“思政

课”的效用。

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强调“终身学习，

自主发展”，鼓励学生始终保持学习的热

情与动力，离开大学，终成“大学”；同济大

学校长杨金龙寄语学子“坚持长期主义”，

拥有在专业领域中深耕奋斗的精神；华东

政法大学校长肖凯针对算法挑战法律边

界、传统行业经历数字化冲击的大环境，

呼吁学子保持“巨变时代自处的宝贵品性

——法律人的韧性”；华东师范大学校长

钱旭红的愿望，是更多学子成为“斜杠青

年”而一专多能。

梳理这些致辞，我们不难发现“终身

学习”“长期主义”“一专多能”无一不是这

个时代最需要的品格和特质。这些致辞

还有着一个相同的落脚点——鼓励学子

们将个人发展融入国家发展，积跬步至千

里，与祖国共奋进。

人生路从不平坦，但风雨再大，毕业

典礼往往是记忆中的灯塔。两年前雷军

回到母校，在武大的毕业典礼上回忆起自

己高校生涯的点点滴滴，引起了毕业生很

大共鸣。

毕业季落幕，人生路“上新”。祝福所

有的毕业生奔赴心之所向，而无论走得多

远，都要记得来时的路，记得当初为什么

出发。

从毕业季的“最后一课”里汲取力量

在踏实积累中厚积薄发
“今天，你们就要背起行囊、奔赴远方。

我想借中医‘五味’品咂人生至味，与即将远
行的游子们聊聊别样的人生。”季光说。

“人生有酸，收敛浮阳，固涩精气。”季
光说，回首向来萧瑟处，你们是否都曾在
学业、生活或者爱情中，品味过充满酸楚
的纠结、惆怅和迷惘。他希望同学们不妨
多一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孤勇、多一
点“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驽钝，从人生之酸
中汲取更加坚毅果敢的力量。

“人生有苦，直清里热，坚阴正治。”无
论是探求科学的真理，还是守护人民的健
康，即便是创造一定的价值，实现幸福的
人生，梦想总是辛苦的。宝剑锋从磨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某种意义上，恰恰
是苦定义了甜、孕育了甜、成就了甜。

“人生有甘，中和辛烈，补益气血。”美
好的人生未必总是轰轰烈烈、波澜壮阔，
更多是在疏影横斜、暗香浮动间平心静
气、屡有回甘。在平凡的工作中深耕细作
出不凡的成绩，每一个平凡的人都可以成
就自己的大道。

“人生有辛，发散解表，行气活血。”季
光说，“辛”是勇立潮头的眼界，也是守正
创新的定力。生成式AI正重塑知识的边
界，精准医疗将颠覆传统诊疗模式，我们
要有革故鼎新的底气和不破不立的勇气。

“人生有咸，能软能下，入肾生髓。”汗
水见证着风起青萍穷且益坚的选择和付
出；泪水倾诉着成长之路必然经历的挫折
和无助。他勉励同学，那些曾经最咸涩的

时刻，恰恰塑造了更强大的我们，为未来
的幸福构筑起坚实的精神地基。

临别之际，季光希望同学们仁心济
世，以初心照亮创新航程，用奋斗融入“健
康中国”的壮阔长河。

为杏花叠加更美的花束
当杏花绽放成繁花、杏花携手玫瑰花，杏

花相遇紫荆花，青春之花便更加绚丽多姿。
“这是一段无比珍贵的旅程，杏林也

见证了我们无数个日夜在实验室里的奋
斗、在思考中的困顿与豁然开朗。”毕业生
代表、中药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珍达用十年
光阴见证和参与了学校中药学科的飞速
发展，也实现了从懵懂少年到岐黄青年的
转变，让杏花绽放为繁花。

对国际教育学院美国籍留学生周安
而言，在上中医求学的时光里，他既是主
动担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使者，更
是让杏花携手玫瑰花，成为一名中国女
婿，实现了学业与生活的双丰收。来自龙
华临床医学院本科毕业生周宏宇曾服役
于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有人说，
他的青春是黄浦江畔的杏花遇到了香江
之滨的紫荆花。对此，他深感何其幸运，
书写了一段别有滋味的青春故事。

现场，2025届毕业生给学校一份特别
赠礼——钉子画作品《杏林追梦有我在》，
他们选择将中医药国际标准化研究中心
作为创作蓝本，运用数千颗闪耀的钢钉和
交织的彩色丝线，生动勾勒出这座现代化
科研地标的轮廓，同时希望用彩线串联起
莘莘学子对母校的深切眷恋。

在主动选择中明晰方向
2022年是国家开展工程硕博士培养

改革专项的第一年，研究生入学后的张于
波在得知“工程硕博培养改革专项的遴选
通知”后，被专项“以国家战略、企业发展
急需的工程项目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
所吸引，报名参加了选拔，在通过来自企
业行业专家和学校学术专家的面试遴选
后，顺利进入卓越工程师专项的培养序
列，并选择到中国航发商用航空发动机有
限责任公司来完成自己为期2年的专业
实践课程。

刚入选专项时，面对航空发动机控制
指标精度百量级的增大，面对控制参数十
倍级的增加，张于波并不知道怎么入手。

“学校和企业导师都给予了我很多指导，
在他们的帮助下，自己开始慢慢上手。”张
于波表示。

在导师周钊的指导和支持下，张于波
从零开始，了解航空发动机的内部构造，
熟悉每一种构件的工作原理，在不断尝试
和实践中，探索用多维度的创新思维去解
决问题。

在聚焦项目的实际需求下，他研究的
课题被定为“航空发动机分布式控制系统
建模及网络故障容错方法研究”。面对

“1年学校+2年企业”的特殊培养方式，张
于波需要在学校完成一年的理论学习后，
进入企业完成自己的课题。由于课题涉
及航空宇航推进理论与工程、控制理论、
网络通信、自动化、人工智能等多学科知
识，所以他需要完成跨学科学习。得益于
华东理工大学构建的“跨学科招生—跨专
业选课—跨领域创新”三步推进式培养机
制，张于波先后学习工程管理、控制、计算

机、数学等多学科知识，有效解决了学科
壁垒问题。

在投身行业中实现自我价值
“企业导师是学科带头人，具有丰富

的实践经验。”从实验室到工厂，瞄准“真
问题”做研究让张于波迅速成长。当融入
中航商发的研发团队中时，当看到参与的
工作真实地在国产发动机的研制中应用
时，张于波切实感受到了一种归属感，荣
誉感和使命感也驱使他主动参与更多企
业的相关工作。

“在企业工程应用的真实场景中，
我的编程能力、学科应用素养、沟通能
力和团队合作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自从
2023年 8月进入企业以来，张于波参与
研发了多项校企课题和公司实际的工程
项目。按照企业的管理要求，他每天要
和员工一样参与相关的项目会议和进度
汇报，也会参与企业内部的一些培训。
企业的项目总师和首席专家，总是能够
从实际的技术实现上给予他帮助，也有
来自其他高校不同学科的同学可以相
互交流。

2024年10月，张于波早早签约了中
航商发。可以说他的顺利签约，也是得益
于学校卓越工程师的培养模式。学校通
过“五个一”模式，对卓越工程师培养全过
程流程再造。

目前，张于波签约的岗位是控制系
统部，将要直接服务于核心型号的研制
工作。谈及未来，张于波说，将秉持严
谨细致与创新思变并举的理念，不断精
进自我，努力成长为高层次、创新型的
工程技术人才，在国家需要的领域发光
发热。

上中医举行毕业典礼 校长季光：

以中医“五味”
品咂人生至味

骊歌轻响，逐梦起航。昨天，上海中医药大学“昂扬向上强国
有我”2025届毕业典礼在上海世博中心红厅举行。校长季光以中
医的“五味”为喻寄语毕业生。当杏花绽放成繁花、杏花携手玫瑰
花、杏花相遇紫荆花时，青春的故事又何以绚烂夺目？现场三位学

生的朋辈故事激励现场每一个人继续追梦。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张于波。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华理工程硕博士专项迎来首届毕业生

瞄准“真问题”
铸造“中国心”

这个毕业季，华东理工大
学迎来了首届工程硕博士专
项毕业生。张于波作为其中
一员，即将投身到航空发动机
研发领域中，为国产航空发动
机铸造“中国心”。在华东理
工大学2025届学生毕业典礼
上，张于波还作为毕业研究生
代表登台发言，分享求学和实
践之路，正是在真实场景中苦
练内功，让他迅速成长。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上海中医药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