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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版

“价值是商品特有的商品属性
……”耳机里传来老师讲题的声音，男
生坐在绿荫下奋笔疾书，对周围的嘈
杂浑然不觉——这是发生在石油工程
学院李行备战考研时的一幕。

近期，李行以399分的学院考研最
高分，考取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石油
与天然气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从作为

“小白”加入导师组，参与大创项目，到深
入各地实习汲取经验，再到最后的潜心
备战，李行的考研之路并非爽文，而是
从青涩走向成熟，在汗水里收获成长
的人生之路。

老师领进门
在大学，李行最喜欢的专业科目是

《油田化学》，虽然这门课涉及内容繁多，
部分内容晦涩难懂，但陈立峰老师精彩
的讲解总是让他欲罢不能。“每次上课我
都提前跑去占前排，生怕位置被人抢走
了。”李行说，“在遇到难题时向陈老师提
问，他总能将内容延伸得更加深入，引导
我思考更加深刻的问题，这锻炼了我的
思维能力。”

受到陈老师的影响，李行参与了名
为《高温触变凝胶的制备与评价》的大
创项目。在这期间，他拥有了很多属于
科研的“第一次”：第一次通过各种手段
搜集各类文献资料，第一次和同伴们一
起学习相关知识，第一次设计、参与相
关实验……李行揭开了平时很难接触
到的研究生生活的一角，也坚定了要朝
着大创项目研究方向做更深层次探究
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行开启了他
的“苦修”之旅：把自己泡进图书馆里广
泛阅读，扩充知识量；自主学习CAD、
Origin等软件，掌握基本图绘和数据处
理能力；继续参与科研项目，参与发表影
响因子为5.518的二区SCI论文。他把
根深深扎进知识的土壤里获取营养，不
断向上生长。

纸上得来终觉浅
作为石油工程专业的学生，在李行

看来，实践尤为关键。大学期间，成绩优
异的他多次参与学校组织的各项生产实
习，丰富了自己的经历和见识。

2021年7月，李行跟随带队老师前
往湖北省荆州市刘家场进行野外地质实
习。在一块巨大的页岩岩石下，他用地
质锤轻轻敲击着岩石表层，直到表层慢
慢脱落，一小块化石显现在他眼前。“那
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化石，也是我第一
次自己找到化石，当时感到十分震撼。”
李行回忆说，“这次经历让我明白，只有
将理论付诸实践，才能让我对相关知识
有更深刻的理解。”

同年12月，他又前往武汉铜兴铸造
有限公司进行金工实习，学会了车工、钳
工、电焊工等金工操作。在考研备战的
那个夏天，他依然积极前往湖北省潜江
市江汉油田进行生产实习。“在油田工作
虽然辛苦，但十分充实，可以为我今后的
工作打下基础。”李行说。一次次的实
习和实践，让他建立了更加完整的知识
体系，锻炼了执行能力，也磨练了意志
力，让他在备考时情绪不济的阶段也能
继续咬牙向前。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
“受疫情影响，我在自习室学习总

是断断续续的。”因为李行备考主要是
“网课+自学”的模式，没有报线下辅导
班，所以做好时间管理，严格遵守自己
制定的学习计划尤为重要。为了追赶
复习进度，弥补知识薄弱环节，他不得
不抓住一切零碎时间学习。在食堂排
队时拿出手机背单词，在深夜失眠的被
窝里刷题，日复一日的战斗，让李行倍
感疲倦。身边一同备考的朋友们有的
拿到offer，有的保研上岸，这些都成了
无形的压力。每当这时，李行总会同陈
老师聊天，在他身上获取能量：“陈老师
身上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平易近人的处
事风格一直深深影响着我，他身上有我
想要成为的模样。”为了成为那样的人，
他一路披荆斩棘，终于迈过寒冬，迎来
了属于自己的春天。

在考研分数发布后，朋友们纷纷向
李行表示祝贺。尽管已经是学院考研的
最高分，他却说：“和别人相比，我没有什
么过人之处，也没有特别好的学习方
法。不过路还长，我会继续努力，在油气
田化学与提高采收率技术专业领域去学
习，进步。”

399分！一位普通学生的“上岸”之路
□ 吕银

本科学的农业，考研时会趁
机换所谓的“热门”专业吗？这些
学子，用自己的行动给出了否定
的答案！4月24日，极目新闻记
者从长江大学农学院获悉，今年
该院有5个寝室的学生全员考研

“上岸”，这20名学生全部都选择
继续攻读农学相关专业。该院风
华园4栋306寝室就是其中之一，
四名女生接受采访时自信地说：

“两个985，两个211，继续学农！”

从心有不甘 到爱上农业
“大一进校前，我一度认为

学农就和农民的日常差不多，经
常下地干活不说，还跟科技不沾
边。”李雯笑着回忆当初的误
解。同宿舍的黄正红和李雯也
表示，其实高考填报志愿时，第
一志愿并不是农学专业，当初并
不喜欢学农，更谈不上热爱。

与其他三人不同的是，李煜
婧的第一志愿报考的就是农业
资源与环境。“因为我爸妈是种
业从业人员，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下，我
从小就喜欢上了农业科学。”

“进入大学，才发现自己对农学的认
识有偏差。”李雯说，“我们学院有的老师
研究育种，有的老师研究昆虫，还有的老
师研究农业气象……”从大二开始，她们
四人相约进入了学院老师的课题组，开
始接触专业课题项目研究。

在老师课题组做项目过程中，李杰
发现自己会经常遇到一些专业疑惑，在
和三名室友讲述了自己的困惑后，姑娘
们纷纷表示也同样会经常遇到各种专业
难题。四人一拍即合，每晚睡觉之前的

“专业知识交流会”就这样成了306室的
“规定动作”。

“我们每次讨论的时长大概是半个
小时到一个小时之间，基本上遇到的难
题最后都能找到答案。”说起寝室学习的
秘诀，李杰乐呵呵地说。“交流会上，大家
将自己遇到的难题提出来，再通过共同
查阅资料、讨论等方式合力攻关难题。”

早早进入课题组，接受学院老师的
科研熏陶和引导，再加上室友李煜婧的
坚定和平时对种业方向的介绍，种种因
素的叠加，让李杰、李雯和黄正红三人，
对于学农从最开始的抵触，到后来的慢
慢接受，再到现在的喜欢。

在下定决心考研之前，她们四人还
专门开了小会，讨论是否要继续报考
农学类专业研究生。“我们本科期间打

下的扎实专业基础，最终让我们四人
都决定报考农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
李雯说。

最终，李煜婧、李杰被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录取为研究生，将从事土壤微生物、
植物营养方面的研究；李雯被南京农业
大学录取为研究生，黄正红被四川农业
大学录取为研究生，两人将从事小麦育
种研究。

抱团取暖 还要分头考博
“她们仨都是我的学习榜样。”谈起

室友，四个人的回答非常默契。大家公
认，学习最用功的是李雯，进校伊始就明
确目标，对自己严格要求。即使是大一

下学期疫情期间，她也坚持每
天早晨7点之前起床早读。

“李煜婧是我们寝室最注
重学习方式方法的。在专业知
识的学习上，老师讲完新的一
节知识点后，李煜婧就会迅速
复盘一遍，之后还再抄写一遍
增强记忆。”李雯评价道。

谈及考研上岸的另一个秘
诀，四人讲到最多的词就是“抱
团取暖”。

李煜婧说，“我们四人从入
学开始关系就非常好，经常一
起跑步、一起过生日、一起吃大
餐，遇上没课或者没实验的时
候，四人就相约去图书馆自
习。复习备考的时候，四人经
常相约一起去自习室学习，晚
上11时一起回寝室。”

“因为有室友的陪伴，备考
过程中感觉也没有那么紧张！”
回想起考研之路，李杰说道。
四人的顺利上岸，离不开寝室
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

为了共渡难关，四人生活上互相照
顾。你帮我买药、我帮忙带饭、买口罩……
精神上还互相安慰鼓励，相互取暖。

“考前我连续打了三天针，但考试当
天还是咳嗽、头晕，差点就要放弃了，是
室友的鼓励让我咬牙坚持了下来！现在
想来，很庆幸大学遇到了这么好的室
友。”黄正红说。

聊起未来规划，四人憧憬满满，黄正
红说：“我们约定，不仅要学农，还要一起
读博深造。选择了农学是因为热爱，所
以一定会在这个行业走下去。希望将来
能够成为像我们老师那样的农业领域专
家，做强农兴农的奋进者，为科技兴农贡
献力量。”

长江大学四姐妹考研齐上榜

不跳“农”门，将农业研究进行到底
□ 杨云锋 李胜杰

“全考上了！”在查到最
终的录取名单时，汉科五栋
336宿舍的女孩子们在宿舍
欢呼。经过不懈努力，该宿
舍朱雨露、杨梨和袁陈柠考
上长江大学，李静怡考上新
疆大学。

“我们和大多数考研人
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这
四个女孩来自计算机科学学
院物联11901班，“打好专业
基础，按照自己的节奏有条
不紊地准备，并且能置身一
个良好的学习氛围中，与身
边人共同努力。这就是我们
的学习秘诀。”四人异口同
声。找到学习中的“bug”并
修复，做到问题日清，是这个
宿舍的学习技能。

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的
今天，女孩子学计算机专
业已不鲜见。在 336 宿舍

“找bug”是她们常常一起做
的事。

让李静怡记忆最深刻的是《物联网
系统工程设计实训》这门课。一次，她们
跑代码的时候出现了问题，然后整个宿
舍就都坐在桌子前看那个程序代码，一
行一行的看，去找问题来源，李静怡说：

“当时找了有快一个小时吧，愣是没找出

来。我就说‘今天不找到我就不睡了’，
好在快两点的时候，我们终于找到问题
来源了，是一个很小的bug，就是这种很
难发现的小bug，你看到代码的时候稍
不注意，就会漏掉。”

可能也是这个专业的特殊性，让她
们在后来的复习备考中也不会漏掉小

细节，每个点都复习到。因为她们知道
一个小bug就会造成整个程序的报错。
一个细微的不注意就可能为之后埋下
一颗“雷”。

在去年七月中旬的实训结束后，四
个人正式进入考研模式，开始了“早八晚
十”的复习生活。

“学习的过程是辛苦的，共同努
力的过程是享受的。”回忆起考研时
光，她们这样说。每天早晨八点，杨
梨和袁陈柠已经收拾好了书和文具
前往图书馆自习。这时的朱雨露、
李静怡也做好了学习准备，在寝室
有序开始自习。一直到晚上十点
整，四人才结束这一整天的学习任
务，重聚在寝室。杨梨说：“在寝室
里，我们经常聊天来缓解学习给我
们带来的焦虑。一起浅浅地追剧、
聊八卦、刷视频都是我们释放压力
的方式。在这种良好的寝室氛围
下，我们每个人都对考研充满信心
和毅力。”

考研这一路对四人而言并不总
是一帆风顺。遇到困难时怎么办？

“我们学计算机专业的女孩子性格都
很随和，很乐观，可能是专业修炼性
格吧，哈哈！”在整个考研期间大家都
不会给对方带去负面情绪。在宿舍
大家就是很放松的状态，偶尔还会一
起去新开的饭店“干饭”，然后再美美

地睡上一觉。以此来调整状态。在336
“小窝”休整好后，又迎接着新一天复习
计划。

在考研这场持久战中，336宿舍四
人比肩而行，相互监督，全力以赴，全员
上岸。“各自努力，顶峰相见”这句话用来
形容她们再合适不过了。

比肩而行 全力以赴

计科学院这个宿舍考研全上啦！
□ 章馨怡 林亦含

一个人选择考研就意味着内心涌动着热血与渴
望，是在临近本科学习的终点，为自己开创的另一处
更高的起点。法学院法学11902班曾唯琪在梦想
的指引下，也选择了考研。4月4日，她收到了华东
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拟录取的通知，成功“上岸”。

梦想如帆
如果人生道路是水上行舟，那梦想就是高扬的

白帆。从中学时，曾唯琪就喜欢看《防务新观察》，她
立下志向，希望以后学习国际关系或者国际政治，
发挥自己的力量，来保护国家的主权、尊严和发展
利益。

矢志不渝，脚踏实地。面对人生的分岔路口，
曾唯琪从未犹豫徘徊，果断地选择奔向自己的理
想。高考结束后，她填报法学专业，是为国际关系
的学习铺路搭桥；大一时，她就定下考研的目标，并
明确目标院校及理想专业——国际法。当老师问
到原因时，她清晰、有条理地回答道：“国际法是国
际关系的基础，用好国际法，就能更好的维护我国
的利益，增强我国的国际话语权。而华东政法大学
师资力量、学术背景非常雄厚，地理环境也十分优
越。”那颗名为梦想的种子从落入她心底的那一
刻，就开始顽强地生长。

功不唐捐，玉汝于成
曾唯琪总结出成功的两个关键要素：一是坚持，

二是心态。
曾唯琪在距离考试仅剩十天时，感染上了新冠，

遭受了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考验。身体的不适打断了
学习进度，拉低了学习效率，狠狠地打击了她的自信
心，甚至想放弃考试。但冷静下来以后，她选择坚持
下去，辛苦不能白费，曙光就在前方，绝不能留下遗
憾。于是，她开始疏导自己，不断地进行心理暗示：
只要坚持下去，我就一定可以上岸。这种积极向上
的心态一直保持到考试停笔的那一刻。

考研的路充满荆棘，但也有值得遇见的风景。
对于曾唯琪来说，每天最期待的就是走在路上吹晚
风。她说：“那个风一吹，似乎就能把你的疲惫吹走，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能卸下所有的压力。”

一路相伴
有人说：“考研是孤军奋战。”但曾唯琪从不是

孤独的。想要放弃时，父母陪伴在她的左右，给她
加油鼓劲；情绪崩溃时，朋友们成为倾听者，包容她
的坏情绪。最后十天，她深陷焦虑，是处于同样处
境的法学院法学11901班赵永琪带着她在腾讯会
议上背书，互相鼓励，在风雨中相互扶持。曾唯琪
真诚地说道：“我真的很感激他，如果没有他，我真
的会放弃。”最终，赵永琪也成功被中南财经政法大
学录取。

《防务新观察》的主持人宁钊是曾唯琪考研路上的一束光。他曾说过：
一定要自信，自信是最好的武器。这给了她很大的动力，让她重拾信心，不
断地努力提升自己。

即将开启下一阶段的旅程，曾唯琪想对过去一年的自己说：“谢谢
你相信自己，没有放弃自己。坚持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希望我能浪
漫一生。”

曾
唯
琪
：
坚
持
到
底
是
赢
的
基
本

□
王
炜
祺

一起“搬砖”，一起“上岸”！

电信学院这个宿舍不一般
□ 谌天一

大学四年，发表2篇SCI论文，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德贵
奖学金、一等奖学金、二等奖学金和华笙奖学金，收获15个竞赛奖项……新
风公寓1栋325宿舍的四位男生，并肩而行，共同进步，取得三人成功考研，
一人保研，全员上岸的好成绩。

他们都是来自电子信息学院信工卓越11901班的学生，王彬宇保研至
东南大学，何升涛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梁家豪和袁恺考入本校。问到
他们的成功秘诀，四人不约而同地说：“扛住压力，努力‘搬砖’！”

进入大学后，随着学习的深入，四人逐渐有了考研的决心和想法。此
后，比赛、做科研项目也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

王彬宇从大二起就去找老师跟做实验项目，积极参与各种比赛，小到校
级比赛，大到国家级竞赛，几乎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同时，他也以第一作
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三区SCI论文。

何升涛也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发表了一篇四区SCI论文。在写论文的过
程中，二人也是倍感压力。因为没有高水平论文写作方面的经验，他们要去
阅读很多以前的英文文献。“我们每周都要开会，向导师陈述自己的创新点，
但总会被导师驳回，就这样反反复复地修改，我们才有了最后的成果。”王彬
宇说。

“我和他们不一样。”梁家豪说。他没有早早地跟老师进实验室，而是
根据自己未来的规划和对自己的期望，学习了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比如
机器学习、TensorFlow、OpenCV和Python数据分析。2022年7月，他
和同学一起完成了两个“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并获得两个一
等奖。

袁恺也是一个竞赛高手。在参加电子设计大赛的时候，四天三夜的
赛程，他几乎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然而，努力是有回报的，他获得了2022
年湖北省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一等奖，也多次获得电子设计大赛的二等奖
和三等奖。

谈到“研”途时光，他们说：“这也离不开‘搬砖精神’。”
“我被保研院校拒绝的次数不少于5次。”对于一心冲保研的王彬宇来

说，最大的压力就是在保研面试过程中那些困难的问题。面对一次次的拒
绝，王彬宇说：“自己主要是要抗住压力，稳住心态，然后一点点找原因。”也
是如此，他最终收到了东南大学的录取通知。

另外考研的三个人也是互帮互助，在各自完成了一天的学习任务后，
他们经常会在回寝室后交流自己的所学和一些困惑。而在梁家豪和袁恺
看来，何升涛就是他们的学习鞭策力。“每当我俩想偷懒时，看到小何每天
雷打不动的早7晚10，就不敢懈怠。”除了学习本身的压力，还受到了疫
情影响，他们考研学习的地点时常在变换，但学习这件事始终没变。何
升涛和梁家豪作为电信学院楼层服务小组的成员，他们还在疫情期间多
次参加志愿活动，“虽然这会占据我们的学习时间，但我们热衷于服务，并
不想放弃。”梁家豪说。

何升涛认为，在学习过程中，做笔记非常重要，第一次做的笔记会比较
粗略，第二次学习的时候会对笔记进行补充，这种不断的完善会提高自己的
学习效率。

袁恺觉得在考研学习中最重要的就是要把数学的基础打好，积累足
够多的英语词汇量，其次就是刷题，掌握了每种题型再考试，分数自然也不
会差。

梁家豪则更侧重于总结知识和圈画重点，“比如学英语，我只背核心词
汇，英语文章我可能不能完全读懂，但我阅读题可以做全对，这就是因为我
总结出了做英语阅读的方法，对于专业课的知识点，我也会去做一些表格进
行对比总结。”

对于保研党，王彬宇的建议是“三多”：多参加比赛、多做科研项目、
多写论文。“因为这样才能在保研过程中占据优势，有机会收到外校的面
试邀约。”

无畏困难，无畏失败，脚踏实地，从不懈怠，坚持日复一日的努力，保持
积极乐观的态度，不断去超越自我，这就是325宿舍的“搬砖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