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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传澍：热爱，便可抵达无限未来

他是担当作为的中共预备党员，是踔厉奋
发的青年学生，是务实尽责的团队带头人，是
心怀热爱的设计师⋯⋯热爱生活，眼里有光，
他从小目标开始，不被定义，不被局限，一步
步走向无限可能的未来，他是青岛农业大学国
奖获得者刘传澍。

刘传澍是艺术学院数字媒体艺术专业1902
班学生，数字媒体艺术研发中心学生项目负责
人。学习成绩稳居专业第一，学分绩点4.3以
上。曾获金方杯国际创意设计大赛国际入围
奖、ICAD国际当代青年美术设计大赛优秀奖等
3项国际奖项；获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全国竞赛国赛一等奖、米兰设计周-中国高校设
计学科师生优秀作品展国赛二等奖、NCDA-全
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国赛二等奖等14项国
家级奖项、27项省级奖项、2项市级奖项、17项
校级奖项和荣誉。在校期间带领学生团队完成
并落地设计项目数十项，目前已获10家上市公
司offer。

严于律己 全面发展

刘传澍学习数字媒体艺术专业，其实本就
是一场“双向奔赴”。从小便热爱设计的他遵
循内心，选择了艺术专业，来到了青岛农业大
学。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一点，他的时间表被
学习、工作塞得满满当当，时间安排细化到用
几个小时学习专业课，多长时间进行绘画练
习，哪个时间节点完成设计稿，晚上何时准备
比赛作品⋯⋯他尽可能在规定时间内把事情做
到极致，睡前自省、反思总结，“工作室、宿
舍、教学楼”三点一线便构成了他的日常。

“要多做多看，只想不做是不实际的，行
动才是硬道理。”刘传澍坚持将心中所想变为
实实在在的作品。平日里，为了保证作品质
量，他会在原本的作业量基础上再额外加一

倍，通过多份作品的对比，知不足而奋进，从
而提升设计思维。在长期的加练中，刘传澍不
断提高设计稿的质量与效率，从最初完成一套
作品需要半个月的时间，到现在仅用一周时间
就能做一套比赛的作品。

刘传澍喜欢向老师们请教探讨问题、与学
长学姐们交流沟通，在思维碰撞中开拓视野。
闲暇时刻，他常登录国内外专业设计网站研
究、研究优秀作品，阅读艺术类书籍，提高审
美能力的同时积累素材，搭建自己的灵感素材
库。晚上回到宿舍后，刘传澍的电脑屏幕上最
常播放的就是中国大学MOOC等平台的设计师
公开课，他的学习从来不是浅尝辄止，他用行
动回应自己对专业的热爱。

秉承热爱 笃学精进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芜尽处是春山。刘传
澍始终相信设计是要有温度的，不是自我封闭
的过程。“设计要以服务群体消费者为主，做
出让大众喜欢的设计才是好设计”，这是刘传
澍在产品包装设计课上明白的道理。在进行前
期产品的调研时，他保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
既考虑消费者需求，也把握公司定位，结合产
品的理念与特色，讲好品牌故事。数字媒体艺
术研发中心给予了刘传澍面向市场的开放式学
习环境，既有专业教师的指导又有志同道合的
伙伴相伴，在经历多次设计比赛项目的实训、
实践之后，他成为了人人称道的“大艺术
家”。“学习是自觉的过程，如果你把学习当
成任务，那只有收获痛苦的忙碌感，而非获得
知识的幸福感。”目前，为进一步提高平面视
觉设计等技能，刘传澍选择到北京好未来公司
设计岗位实习。

在刘传澍看来每一场比赛和实践项目都是
阶段性考核，是对自己是否达到某一高度的检

验。在参加2022年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
时，在工作室杜建伟老师的指导下，刘传澍与
团队成员产生了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潮流前
沿结合进行设计的想法，“我们作品设计的初
心是要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汉字的渊
源、故事、释义等娓娓道来”。团队通过调研
了解到盲盒备受年轻人喜爱，他们便以盲盒为
基础进行衍生设计。福文化作为中国的一种大
众文化、民俗文化，他们便从“福”字进行构
想，创作了主IP。“在查阅文献资料时，我注
意到了小篆体的动势和字形非常好看，画如铁
石，千钧强弩，我们团队就根据‘福’字小篆
体的比例、结构以及它的动势来进行了一些辅
IP的创作，还结合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活字
印刷术表演进行了系列插画设计。”

尽管比赛时间紧、任务重，但作为负责人
的刘传澍依旧保持沉稳。他根据团队成员的优
势，进行平面设计、建模、排版等分工，与团
队成员一起参与作品设计的讨论，积极提出自
己的观点和看法，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为了
更好地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IP相结合，
团队成员不仅在图书馆翻阅大量文献，搜集小
篆字体样本进行观察，到历史博物馆学习观赏
名家真迹，还咨询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老师，
寻找学习毛笔字的同学了解情况⋯⋯在一周时
间内，前前后后进行了五六次全面改稿，最终
完成了《星临七洲·臻至九福》这一参赛作
品。从校赛、省赛到国赛，一切的努力都没有
被辜负，也收获了最大的惊喜，作品获得了中
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全国竞赛国赛一等
奖。

乘风破浪 开启新章

“设计源自生活，我也一直喜欢挑战，所
以我想从工作中更好地锻炼自己。”刘传澍在

与学长学姐沟
通后，综合考
量个人的职业
规划与实际情
况，通过校招
选择了平面设
计岗位的实习
工作。“很感
谢与我在同一
工作室的一位
学长让一桥，
在我大二时，
他便带我到招
聘会现场了解
就业形势和岗
位需求，帮助
我筛选作品，
教我如何做好作品集。”从大二开始，刘传澍
便对自己的就业方向有了清晰的规划。

耕耘与收获永远不会在同一季节，在秋招
三个月的时间里，刘传澍投出了上百封简历。
前期的等待是一个很煎熬的过程，需要根据不
同公司的具体要求反复优化简历，“每家公司
会根据个人简历情况发布笔试题目，完成创作
后通知面试，很多笔试和面试时间会在一个星
期内完成，这就更需要我合理规划时间。”为
此，刘传澍用表格将投递期、笔试、面试时间
进行了细致的梳理，提前了解面试公司的资
料、岗位需求、重大项目、工作动态等，然后
在腾讯会议中一遍又一遍地模拟面试场景，熟
悉面试材料。他还邀请同学对自己进行随机提
问，随时发现问题，及时改正，进行经验积累
⋯⋯闯过层层关卡、熬过那些苦涩却充满希望
的日子，他成功收获了十家上市公司的offer。

“学艺先学德，做事先做人，要先端正品

行，才能认认真真地搞设计。”刘传澍作为教
育部第三批全国高校样板支部培育建设单位
——艺术学院（第三）学生党支部的一名预备
党员，也通过支部丰富的学习和实践平台，对
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名党员就是一面
旗帜。作为全国样板支部的一名大学生党员，
我更要在学习工作中时刻牢记党员身份，严格
要求自己。”他在专业学习、为人处世上保持
谦卑，严于律己，以求真务实的态度，认真地
对待每一个项目、每一份设计，这样的刘传
澍，正朝着高级设计师的目标快速发展。他坦
言，希望在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中能够更加成
熟、不断进步，继续迎接新的挑战，持续解锁
更多的新身份。

学生记者 王子涵 李冰霓 向心怡

解强民：日积跬步，奔赴远方
□ 学生记者 刘安琦 董佳丽

在甘肃酒泉，他和同事驱车穿越300公里

戈壁，见证神舟十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船

升空，直播全网点击量超1000万；在湖南长

沙，他亲眼见证数万名群众送别袁隆平院

士；在云南昆明，他倾听“滇池卫士”张正

祥老人为保护滇池发出的声声呼喊；在广东

深圳，他见证孟晚舟女士凯旋回国……

站在新闻热点的面前，用一份敬畏之心

去聆听老百姓的心声，传递社会的真善美，

感受时代蓬勃的心跳，驻足观看那隐藏在文

字之后的精神之花，收获一份灿若朝阳的理

想……解强民是大众网·海报新闻首席记

者，2006年就读于青岛农业大学广播电视编

导专业，作为一名紧跟新闻热点的时政记

者，他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四年多

时间里，跑遍了全国几乎所有省份，平均每

年飞机里程超过6万公里。

兴于偶然，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那时毓秀路两侧的水杉林还没有如今这

般高大，2006年青岛农业大学迎来了一批广

播电视编导的学生。“2006年传播学院是个

刚成立的新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也是一门新

兴起的学科，回想起那时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的介绍资料，还是‘为县一级广播电视机构

培养提供人才’。”谈及高考时的志愿选

择，解强民给记者抖出一个包袱，“一切还

要从高考后的那个暑假说起。”

“高考完，无聊的我在家刷了两部电视

剧，而那两部电视剧也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

——让我走上了新闻记者的‘不归路’。”

解强民到现在依然清楚地记得，那两部电视

剧的名字，一个叫《浪淘沙》，一个叫《新

闻小姐》。它们讲述的都是记者担当正义，

揭露黑暗，同邪恶势不两立的英雄故事，一

种使命感在他心里油然而生。“那个暑假，

我觉得记者就像行走江湖的大侠。我对这个

行业的向往之心猛然涌起，一下子彻底‘入

坑’了！”强烈的代入感和正义感使解强民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编导行业，那时他想，

“当不成记者，当个导演也行，反正都能跟

电视机扯上关系。”秉着对广播电视编导专

业的一腔热爱，解强民顺利考入青岛农业大

学，开始了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涯。

在学校的日子是令人怀念的，回忆起当

年，他也有自己不堪回首的糗事，但是解强

民始终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年少的他认为

自己不应该“被定义”，心中向往着更大的

舞台。

时至今日，解强民仍在一路勤奋拼搏，

不断积累经验、开阔视野，也创作出了一个

个优秀的新闻作品，收获了行业上的丰硕成

果。他的作品《行走黄河滩-我的迁建故事》

荣获第30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常坪村扶

贫日历》荣获第31届中国新闻奖三等奖。此

外，还获得山东新闻奖一等奖两次，山东省

新闻奖二等奖一次，山东省新闻奖三等奖两

次，大众新闻奖十余次。

突出重围，为理想躬行不辍正当其时

“2010年夏天毕业后，我并没有立刻去

找工作，而是选择了二战考研，但事与愿

违，再次失利。”经过一番认真思索，解强

民毅然决定不再推迟接近梦想的时间，立刻

找工作。成为一名记者的幸福和喜悦成了那

个年末解强民最迫切的心愿。但现实远比想

象来的残酷，在家乡的沿海小城，寻觅了近

一个月，投递出了上百份简历，解强民不仅

没能进入新闻单位，连一份合适的工作也没

有找到。“依稀记得那天是正月初七，天上

飘着冷冷的雪花，我在婚庆一条街上挨家挨

户敲门问缺不缺摄像师，得到了全都是

“不”的回答……”那天，解强民走在家乡

熟悉的马路上，眼里留下了委屈的泪水……

“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

矣。”解强民偶然听到在济南工作的同学提

起，一家市级电视台在招聘新闻记者，问他

要不要报名试试。“当时我就像抓住了一根

救命稻草，整个人立刻又振作了起来，我心

想，这次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有梦想谁

都了不起，把梦想变成现实更了不起。就这

样，凭借本科期间的专业学习和长期的锻

炼、积累，他从2900多人的笔试中，顺利进

入面试。在七八个中老年考官围坐的会议室

里，他自信地完成了5分钟的自述和后续的考

题作答。“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有位考官

拿着我的简历，惊诧地问到‘青岛农业大学

也有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我想都没想脱口

而出‘当然有，而且还很强呢’！”解强民

用专业和自信打动了考官，最终以小组面试

的第一的成绩顺利进入了见习阶段。

从那一天起，解强民正式走上了记者岗

位。“我犹如一块海绵掉入了大海，每天见

到的都是新鲜的人和事，跟着师傅跑社区新

闻，学到了太多东西。”回忆起见习期的三

个月，谢强民感叹道。那期间，他去采访村

里的婆媳矛盾，第一次挨了揍；去拍车祸现

场，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吓得一宿没睡；在

医院里采访一个白血病小女孩，家属哭得稀

里哗啦，他扛着摄像机哭得比家属还惨……

就这样，一晃六年，民生新闻里的“家长里

短、爱恨情仇”，早已把当初的那个“小

白”磨练的炉火纯青。

不甘平庸，拥抱媒体新时代

2016年，解强民感受到新媒体时代媒介

的瞬息万变和巨大生产力，主动研究自学了

无人机和运动相机，拍的很多视频素材上了

中央电视台。“在那时，我是新闻频道的第

一航拍手，在电视台的那些年，是让我真正

学本事的阶段，那时学到的东西让我受用至

今。”媒体环境风起云涌，2017年传统的媒

体如电视、报纸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

变革，融媒体和智媒体迅速崛起，也让媒体

工作者有了更多的选择。在几经转折之后，

2019年夏天，谢强民进入大众网·海报新闻

工作。

按照媒体圈的惯例，新入职的员工一般

都要配一个师傅“老带新”，当时同批入职

的十几个新人都“配发”了师傅，但是唯独

解强民没有师傅。部门主任对他十分信任，

打趣地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不用给你

配了”。进入大众网后，海报新闻客户端上

经常会看到解强民活跃的身影，特别是重大

热点事件发生时，解强民总是被派到前线进

行实时现场新闻播报。“那时候就真的是单

纯的热爱，特别有干劲儿，到处跑也心甘情

愿，一点不觉得累。领导常常开玩笑说，

‘小解皮糙肉厚，挨揍有经验’。”就这

样，凭借自身优势，解强民成为了一名热点

记者。

如今，看着还冲锋在新闻第一线的解强

民，身边的朋友常常问起，“你打算什么时

候停下来？”他说，“我还能跑到55岁，还

有20年呢！”

从民生新闻到时事热点，从传统媒体到

融媒体时代，解强民一直走在与时代同行、

与自己赛跑的路上。在全国新闻热点报道的

舞台上，解强民还认识了新京报、澎湃新

闻、红星新闻、封面新闻等等一大批优秀的

媒体同行，在同题竞争的大舞台上，解强民

也渐渐累积出了了足够的老练和自信。“最

强大的‘敌人’，才能逼出最强的自己。”

解强民坚定地说。

谈起自己奋斗成功的经历，解强民有许

多话想对学弟学妹们说。“大学四年是练习

基本功的阶段，一定要好好珍惜。社会是个

大熔炉，很残酷很现实，有朝一日你踏入了

工作岗位，无论你身处何职、多大年纪，一

定要多学习，让自己努力升值，才能创造更

多的价值。”怀揣梦想，用脚步丈量土地，

为心中的理想、脚下的远方闯出一片天，解

强民将以自己的使命与担当，在媒体行业继

续勇往直前。

优秀学子

         风采校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