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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下午，我校2023年春季田径运动
会在赛场师生的阵阵欢呼声与呐喊声中圆满落
幕。为期3天的春季田径运动会，在组委会的精
心组织下，在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全校师生
积极参与、通力合作，总有1239名运动员参加了
的紧张激烈地角逐。比赛进程井然有序、振奋人
心，运动员们发扬更快、更高、更强和团结、友谊、
进步的奥林匹克精神,奋勇拼搏、敢于争先，展示
出自强不息、勇攀高峰的风采和活力无限、积极
向上的精神风貌。

最终，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
化学工程学院分获公体男子团体总分第一、二、
三名；学前教育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历史文化旅
游学院分获公体女子团体总分第一、二、三名；信
息工程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和化学工程学
院获得公体男女团体第一、二、三名。

比赛中运动健儿们无惧风雨、一往无前的英
气，啦啦队员们加油鼓劲、呐喊助威的豪气，后勤
服务团队默默无闻、坚守岗位的定气等等交织交
融，展现出了文理人的夺目风采。

信息与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获得“道德风尚奖”；历
史文化旅游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学前教
育学院、经济管理学院、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获
得“最佳组织奖”；文学院、音乐学院、美术与设计
学院、化学工程学院获得“宣传创新奖”。另外，
值得一提的是，机械与材料工程学院学生程宇一
人两次破我校公体100米 200米两项校记录，成
为了本届运动会赛场上的亮点。

一

运动场上有这样一群人，面对艰苦的征程他
们毫不畏惧，为着心中的理想勇敢向前。青春的
脚步，青春的速度，青春的激情在他们身上尽情
体现。

在运动会五千米比赛中，一个矫健的身姿飞
驰而过，遥遥领先。他就是公体组三连冠选手孙

春洋。他在1500米，5000米，10000米公体组的
项目中都荣获冠军，是名副其实的“三冠王”，采
访后才得知原来他并不是专业的体育生，而是信
息工程学院的一名大一学子。他的成绩单纯是
因为热爱，“因为真的热爱，所以我不会觉得苦和
累，反而它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释放压
力找寻快乐的出口。在学校期间，几乎每天都会
跑步，甚至最长的一次跑过34公里。跑步带给
了我自信，磨练了我的意志，让我能在短暂青春
时光里追寻热爱，找寻自己。”他感叹道。

对于这次拿到运动会三连冠后他告诉我们，
“这只是我实现最终梦想里的一小步，我依然会
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并向下一个目标迈进，之
后我想要参军入伍，而且我最终的目标就是能够
达到国家级运动员的水平。”心怀热爱，即使岁月
荒芜亦能奔赴山海，静待一树花开。

5000米专业组的冠军角逐尤为激烈。最
终，在激烈的竞争中，体育学院体育教育大一学
子阴兆甲拔得头筹。记者在赛后采访得知，阴兆
甲并不是专业的长跑运动员，自进入大学起，他
才开始训练长跑。对他而言，参加五千米长跑比
赛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他也为这次比赛做了充
分的训练准备，最终18分03秒的成绩发挥出了
自己应有的水平。湿润凉爽的空气恰好让他能
够完美展现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同时他所掌握
的长跑战术经验与自身具备的实力，使得他在最
后一圈仍保持加速状态，逐渐拉大与第二位选手
的距离，以绝对的优势冲线。

阴兆甲向我们描述着他最后一圈加速以及
冲向终点的心情，既激动，又兴奋。五千米全程
中阴兆甲是充满动力在奔跑的，当最后一圈的摇
铃响起时，有一股劲在他心中燃烧，那股劲在冲
线后都久久无法平静。

阴兆甲在之后进行的男子组一万米专业组
决赛中也荣获冠军。他说他很享受奔跑的过程，
享受大汗淋漓的成就感，这正是他选择长跑的原
因。他本人表示，会在接下来一年坚持训练，希
望明年可以打破纪录。阳光正好，一路奔跑，我
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文理学子的可贵风采。

二

运动会中，除了涌现出的优秀个人展示了风
采，还有团队比肩作战，奋勇向前的典范。在男
子4×400米接力赛场这样竞争激烈的项目中，各
学院摩拳擦掌、势在必得的架势将运动会推向了
高潮，除了传统强队之外，马克思主义学院获得

的这枚铜牌显得难能可贵。
记者赛后约见到四位运动健将时，他们身上

的蓬勃朝气，仿佛又把人拉回到男子4x400米的
决赛现场。 能取得铜牌这样的成绩，对于四人
来说实属不易。回忆起比赛过程中，欧立烽因为
大腿酸痛、体力不支，被同棒次的其他选手拉开
了一定的差距，让当场的其余三人心中一紧，汤
良纶说着：“好在段国伟他奋力急追，将前面的距
离都给拉了回来。在他最后200m超越前一位对
手，来到第三名的时候，我们三都非常激动。”说
到这，段国伟也是羞涩一笑，摸了摸头，谦虚地说
着，“其实都是大家配合好的功劳。”初赛小组第
一名、决赛第三名的成绩其实已经超出了四人的
预设范围了，他们说：“马克思主义学院是全校人
数最少的学院，但是当领奖台上出现马院的身影
时，当我们意识到自己在为马院争光时，我们都
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张浩然面露笑容地说，其实一开始的准备很
波折，比赛将至，一个同学因为特殊原因不得已退
出，是他找到了身兼多项的汤良纶，才组成了这么
一个完整的小团队。时间紧任务重，对于刚刚开
始配合的四人来说，一开始的训练，让大家的内心
都有些“无力”。除了张浩然之外的其余三人都是
大一新生，面对运动会都有些紧张和激动，4X400
米是团体项目，考察的不仅是个人能力还有团队
配合能力，所以针对这些，我就在训练中讲了400
米的跑步策略和体力分配还有交接棒的配合，一
开始问题多，场面确实有点混乱，但是在多次训练
下，四人已经配合的十分默契了。

四人向我们讲述了赛前发生的小故事，因为
赛程的安排，欧立烽早上跑了让人听听都腿发颤
的5000米，中午刚刚休息一会儿，下午来时则被
告知要参加4X400的比赛，欧立烽说自己当时就
怔在了原地。“阿烽，上吗？”看着队友们关心的眼
神，又望向自己身前的红色跑道，想到这几周和
队友们一起训练，汗水洒落在操场上时，欧立烽
的眼眸中满是坚定，“上”。院里的老师和同学们
更是主动拿起加油棒和鼓掌拍，为小团队加油呐
喊，四人在加油声下拳拳相碰，眼神中是那不可
动摇的必胜决心。“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做到了！”
当我们共同沉浸在这温馨场面中时，段国伟一
语:“感谢你们带我飞！”逗得我们大笑，“希望我
们一起努力，争取在明年运动会上取得更好的成
绩！”前途似海，来日方长，他们定会带着我们的
期望越来越好。

三

运动会结束了，但是运动会上涌现出的那些
人、那些故事却持久地被人津津乐道。大学生记
者团奔走于为期3天的运动会赛场，记录了那些
可爱的人，可敬的事。

春风徐徐，朝阳缓缓升起。4月12日上午8：
00，经历两年疫情沉寂的春季田径运动会开幕式
在东田径场拉开帷幕。各学院方阵怀着坚定的
信念，迈着整齐的步伐依次进场；现场表演更是
多姿多彩，青春洋溢，精彩纷呈。

在千人升国旗的环节，国旗护卫队以严肃庄
重、一身正气的精神吸引了大家的眼球。国旗下
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守护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国旗护卫队成员聂瑛琪，就是其中一个。她是一
个个子小小的，看起来文静可爱的姑娘。在这个
崇尚时尚潮流的年代，她“不爱红装爱武装”，从小
受爷爷的影响，对军队生活十分的向往，对穿上一
身英姿飒爽的军装情有独钟，可是天不遂人愿，就

在忙碌准备开幕式的训练当口，她生病得了甲流，
等她病好归队的时候，发现自己落下很多训练，为
了不掉队，她硬是靠加练时间补了回来。这也让
我们了解到，原来在国旗护卫队整齐划一的动作
背后，每一个成员都要在平时进行严格的跑步、正
步走、齐步走、擒敌拳等等，除了严苛的训练之外，
国旗护卫队也有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事情。有刀
子嘴豆腐心的班长，有腼腆害羞的队员，也有有趣
开心的聚会。但是令聂瑛琪印象最深的还是冬天
里，跑完很多圈之后，大家在耳朵都冻麻的情况
下，一同分享的那一壶热水。国旗护卫队里的同
学们就是这样纯粹、团结友爱。

四

今年的运动会上，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群
演”，他们虽然没有享受独属于自己的那份高光
时刻，但是却用自己的默默无闻，为运动会献上
了最美的“开场”。

4月12日早上 5:00 ，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
的黎泰杉就已经起床了，洗漱完后化好妆；5:30
，黎泰杉穿好表演的舞服，匆匆地走出宿舍，去
四号公寓德育处准备给其他女生化妆、盘头发；
7:20 ，黎泰杉和化妆的女生们一起赶到东田径
场。

15个方阵依次表演结束后，广播里传出声
音，“接下来请欣赏团体舞表演。”他的声音一起，
刚才稍稍冷却的气氛再次热烈了起来。

“作为团体舞第一个出场，说实话我的压力
其实很大，因为我怕因为失误浇灭了观众们的热
情。”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方阵带队指挥员李东
东如是说：“当我的一只脚踏进操场的时候，看着
身旁整齐的方队，这些和我一起训练的兄弟姐妹
又帮我重拾了信心。”

“齐步走”、“一二一”、“立定”、“向后转”、“蹲
下”，李东东将这个14×10的长方块变成了“中间
低，两边高”的形状，操场最南边的八名青年军姿
站立，眼神坚定，八只手紧捏着鲜艳的五星红旗
的四边，当广播中传出“目光所至皆为华夏，五星
闪耀皆为信仰”时，八位青年将这面巨大的红旗

高高举过头顶，在徐徐春风中朝着队伍跑去，他
们的脚步迅疾有力，五星红旗掠过了文理学子的
头顶，将种子播在新青年的心里，用光泽滋润着
每一个人，新时代的新青年将会在祖国的怀抱中
茁壮成长，在运动中肆意射向高空，引领各自时
代璀璨的光！

表演开始后，140名表演人员一会抻直着胳
膊，用手中的道具在空中整齐划一地抡一大圈，
像是一只只红黄色的锦鲤在绿色池塘中跃出水
面，一会又弯曲着胳膊，像交通警察那样指挥着
车辆，每一个动作井然有序，若是站在队伍前面，
很容易以为只有第一排人在做动作。团队的“零
失误”赢得了观众席上阵阵掌声。

《旗舞》表演结束后，队伍中的一名男生大声
地喊出“红日初升”，紧接着方队中男女生开始
交替朗诵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他们嘴里吐出
的文字如泉涌般涌入人们的心田，在背景音乐地
加持下更加让人震撼，朗诵完毕，方阵从中间分
开，像是切蛋糕那样中间留出一道笔直清晰的直
线，随后直线变得越来越宽，变成了一片长方形
区域，当观众以为表演结束时，却不知团体舞的
大轴节目即将登场。十一位穿着红色长裙的女
生提着裙摆，像是手中拿着一扇巨大的红扇子那
样优雅地走进了刚才方阵腾出的长方形区域，广
播里这时响起了李玉刚的歌曲《万疆》，给了在场
所有人了一个“惊喜”，十一位姑娘像是春天里美
丽的花儿长在绿油油的草地上，在和煦的春风里
展开花瓣翩翩起舞，娉婷袅娜，她们变换着队形，
婀娜的身姿和音乐融为一体，动作自然又流畅，
让观众们深深地陶醉在了舞蹈中。一位观众对
记者激动地说：“这次运动会开幕式的每一个节
目都精彩绝伦，我的两个眼睛都快要看不过来
了，真是美不胜收啊！”

观众席上由上至下一层层欢呼的热浪是每
个团队接住热情接力棒的最好体现，文理学院参
加训练的全体师生用努力和汗水深情地为母校
春季运动会送上了自己青春的礼物。

（本报记者 王磊 李敏 庞思琪 陈冰宁 袁海
涛 王方圆 彭海 摄影 魏屿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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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好自己能干的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情。”这是采访完周熠松同学后给人的最大感
受。周熠松说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其实不
尽然，对待他钟爱的专业，他这个内向的人也
会主动和同学联系成立工作室，会主动找老
师阐述自己对比赛的看法，会连发几条六十
秒的语音给学弟学妹们解惑……在访谈的短
短一个半小时里，让我不仅看到了周熠松对
于戏文专业的热爱，还看到了他极高的专业
素养和对自己未来的明确规划。

一场早有预谋的热爱

周熠松在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网络博主
分享自己在制作短片时的教程和心得，短短的
视频下含藏着的丰富内容以及作者的精湛技
术让周熠松充满了好奇。于是，这粒小小的种
子悄然在他心中种下。因为心里对于制作视
频的热爱，周熠松便早早操练起来，周熠松在
六年级时决心学习视频的后期制作，他先是依
靠着记忆自己尝试去摆弄软件，了解制作原
理，然后着重拆解别人的工程文件进行学习，
最后看短视频制作教程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丰
富。初中时，周熠松将自己的学习内容拓展到
摄影方面，依照着教程不断地调整摄影机的位
置，拍出令自己满意的角度。在这将近十年里
的时间里，枯燥的教程并未将他的热情浇灭，
未接受过系统学习的他在一遍遍的试错和摸
索中，将技术逐渐打磨成熟。这也是高中他毅
然决然选择“编导”方向的原因。

大学期间，周熠松意识到自己的专业更偏
向系统理论的学习，周边的同学对于拍摄以及
后期技术实践的了解少之又少。恰巧，当时学
校正在宣传心理健康微电影，周熠松就借着这
个契机将周边的同学叫来并逐个进行了分工，
看似“临时抓来”的团队，没想到奇迹般得和
谐，大家各司其职运行得很顺利，在这场比赛
中，周熠松的小组荣获第一名的好成绩。他意

识到，一个影片的成功单靠自己
一个人是完不成的，更需要的是

集体的智慧和合作。就这样在上学期，周熠松
开了间工作室，手把手教大一新生软件的使
用、把握剪辑的节奏等等，还会把剧场的片子
交给他们尝试，提升同学们的专业性。周熠松
想通过这种方式填补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我不
禁夸赞他的这个意识很少在学生身上看到，他
只是笑着说：“我也只是想在路上找一个志同
道合的人，或者在路上帮助别人。”

抗疫时期的纪实家

疫情时期，大学生活仿佛被按下了暂停
键，但周熠松却还是个忙碌的人。他接受了
老师给他指派的任务——记录同学们在楼下
做核酸的照片和视频资料。他像一个纪实片
的摄影师，每天都端着笨重的摄影机，他说，
每天为了收集足够用的素材早起，当核酸工
作完全结束之后，自己还要将拍摄的素材导
出，这才算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工作。即使知
道老师并不会对作品有着多么严格的要求，
周熠松依旧按照对于作品的高质量原则要求
自己。于是，从早上九点一直做到中午十二
点，周熠松一直在忙碌着，对于每一帧的特效
和画面都尽量做到精益求精。他也坦言，刚
接触的时候是有新鲜感的，可是当这件事情
要日复一日做两个月的时候，会不可避免地
产生疲惫感。可是他仍然尽心尽力的完成，
丝毫不放低对自己的要求。这次的视频制
作，让他有了新的领悟：自己有足够专业的技
能固然重要，但是同质化的重复工作依然可
以依靠网络上不同的技术模板，做出新的花
样来。这给了他很大启发——短视频这个新
兴的事物，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借鉴，唯有如此
才能保证自己不落伍。

从一件枯燥的工作中，踏实实践，并思考
总结出经验，不断学习。这可能是周熠松身
上最为闪光的地方。

除此之外，周熠松还完成了从“站岗人
员”到“工作人员”地转变，让他完成这次转变
的是那次偶然的男女合流核酸检测，人数增
多，医务人员的工作量明显加大，就把正在站
着地周熠松拉了过来，让他撕棉棒的包装
袋。就是轻轻的一撕一递，与工作人员的配

合也是格外协调有默契，让他的志愿者时光
不再无聊。他说“我挺感谢那段时光的，虽然
很累，但实现了我的价值，在那一个半月的时
间里，结交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像萤火虫一样相遇

周熠松对记者再三提到要感谢一个老
师，“她叫宋雅雯，她是个很负责任的老师，我
的作业无论是否是认真写的，她都会很认真
地给我批改和指导，这让我看到了宋老师身
上的做事做人的态度，潜移默化影响了我。
还记得第一次见宋雅雯老师，就感觉到了她
对待我们的真诚和热情，她让同桌之间相互
做自我介绍，这种新奇的方式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如今从大一到大四，她以记住所
有学生的名字。”周熠松的言语里，满是对老
师的爱戴和敬意。

就像是一只萤火虫会吸引另一只萤火虫
一般。让两人产生交集的是那次计算机设计
大赛，周熠松小组做的短片无法提交，周熠松
向宋雅雯老师寻求帮助，宋雅雯惊奇于短片
有如此高的完成度以及好的创意，答应帮他
们参加比赛并且提出了自己改进的建议。最
后获得了三等奖的荣誉，周熠松觉得这个成
绩是差强人意的，但是老师却告诉他，很多事
情并不是你努力做了，就会获得等同的成绩，
重要的是你在做的过程中学习到了什么。周
熠松说，无论是从她全程陪着我们去拜访某
个知名公司的剪辑主管，还是每次问问题时
她总是秒回信息给我，这都细节都不断地鼓
舞着我一步步前进。

爱钻研、能坚持、懂感恩，这就是周熠松，
他像萤火虫一般，虽然身上散发着小小的光
芒，可是他坚定地步伐，终将会发出足够耀眼
的光。

4月2日下午，采访了2022年中国大学生计算
机设计大赛西北赛区一等奖获得者郑龙庭，没有
太多言语的他，恂恂然说着他获得的一个个奖项，
举重若轻的样子，却给了人极大感染。

独自走好当下

不把努力挂在嘴边，而是落实到具体行动之
中。郑龙庭说：“孤独是人生的必修课”。在大学期间
他的生活被学习和工作填满。我惊讶于他苦行僧似
的生活，早睡早起、学习实验。与之前的受访者不同，
他的生活没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有的只是单调的学
习、实验和运动。从大一起，他就坚定地选择软件工
程，所以即使刚开始被调剂到了应用化学专业他也
并没有放弃，而是从大一开始就努力学习为自己转
专业做准备。当顺利转到软件工程专业之后，他的
持续努力仍然使得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郑龙庭将自律变成习惯刻进了骨子里。他白
天很少待在寝室，绝大多数自习的时间都在实验
室，享受在实验室思考、钻研问题的时间。“当深夜
实验室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偶然抬头，那种安静
让人感到孤独”郑龙庭说道。当大块的时间被枯
燥的代码塞满，当独自在自习室学习到深夜，当遇
到技术难题无法解决时，在无数个困苦踌躇的瞬
间，郑龙庭也只是停下来独自吹吹风、听听歌，继
而不断前行。面对挫折困难，他从容爬起，拍拍身
上的尘土，继续前行。他向下扎根，向着黑暗进
军，即使独自一人也在不断尝试，突破自己。

沉淀遇上机遇

2022年4月，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如期
举行。当学院下发比赛通知时，郑龙庭便毫不犹豫
的报名了。时值疫情期间，为有效做好防疫工作，
保障师生健康及生命安全，方便学校管理，他便提
出“开发一个疫情健康打卡平台用来保障我们健康
安全”的思路。当初步思路确定之后，他便立即采
取行动，与好友成立小组并联系指导老师。

作为一个理科生，最让郑龙庭犯难的不是技
术问题，而是要写作品内容简介以及设计思路。

涉及详细介绍、文字类
的东西他就头疼。他

的内心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但是却不知道该如何
用文字具体准确的描述出来。郑龙庭也积极尝试
了去写，但是结果总是不尽人意。后来，为了呈现
出更好的效果，他让同组的伙伴帮忙写初稿，然后
他再继续修改进行最终定稿。

经过与老师的不断讨论、修改，他们最终顺利
地完成了比赛。面对最终的获奖，他微微一笑，只
说了句“可能我们的运气比较好”。对于所有成功
来讲，运气或许是一方面，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他
一个个成绩的取得，必定少不了他身上那一以贯
之的努力与面对种种困难问题时的勇气。只有静
静地沉淀自己，不断打磨自己的人，才能在机遇到
来的时候抓住机遇，展示自己。

学习没有终点

在这个变化的时代，当每天接触的信息被一遍
遍不断刷新，越来越互通的当下，很多人被他人影响
而盲目的从众 ，而已经大三的郑龙庭面对实习、考
研、考公等种种选择，没有随大流去考研，选择专注于
准备实习面试。郑龙庭仿佛有自己的路一般，他紧
盯着自己的目标一步步前行，像永远不会错轨的火
车，朝着自己的方向不断前进。他的生活看似没有
五彩斑斓，却有在独属于自己的世界里活的丰富。

面对如今计算机行业形势下行以及行业内的
问题，郑龙庭告诉我，他其实刚开始选择这个专业
的时候就做好终身学习的准备了。他清楚的知道
信息时代技术的高速更新迭代是计算机行业从业
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郑龙庭说只有不断地学习、
提升自己才能保证不被淘汰。早在大二的时候他
就已经意识到，只学习课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
的，许多技术上的问题只依靠课本是解决不了的，
要成为一个合格的从业者，必须广泛的学习和了解
课本之外的知识，不断地打磨自己，提升自己，只有
这样才能保证技术过关，成为一个合格的具有能力
的优秀工作者。郑龙庭说：“金字塔不是每个人都
能登上去的，终身学习帮助我们走到金字塔的顶
端。”金字塔也好，小土堆也罢，正因为这持之不变
的明确目标，指引着他不断提升，每一刻都走在进
步的路上，守得初心在，学习变修行。

人生有一百种可能，可以丰富多彩，也可以枯
燥乏味，心有方向，枯燥的日子也能成为一首耐人
寻味的诗。前路漫漫，郑龙庭步履不停，追梦前
行，笃定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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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萤火虫一样发光
——访我校三好学生文学院戏剧影视文学2021级1班周熠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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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将枯燥熬成诗
——访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西北赛区一等奖获得者郑龙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