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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我周旋许久，宁做

我。”推免结束后，崔京源郑重

地写下这句座右铭。于她而

言，在大学期间为了推免的目

标而不断向前，这一路有过怀

疑，有过迷茫，曾“深怕自己本

非美玉，故而不敢加以刻苦琢

磨”，但她又坚持雕琢自己，在

科研和竞赛的道路上不断前

行，寻找属于自己的芳草地。

芳华待灼，砥砺深耕

刚上大学时，崔京源并没

有因为身份的转变而放松对自

己的要求，仍旧保持着高中的

良好习惯，认真对待每一堂课

程。“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

习态度。只要上课认真听讲，

考前高效复习，应该是没有什

么问题的。”这样的学习态度让

崔京源在大一学期期末的成

绩名列前茅。

看到当时的绩点，推免的

想法便在崔京源心中扎了根，

“我当时就想，为什么别人可

以，我不可以呢？为什么我不

能试试看。”在推免之路上，崔

京源打了三年的持久战。对

于她来讲，保持一个高绩点是

最基本的要求。三年期间，学

习 已 经 成 为 了 崔 京 源 的 常

态。谈起当时的学习经历，她

并不觉得自己苦，只是向着自

己的目标不断地靠近。

作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的学生，在专业课之余，崔京源

还修读了英语双学位。大二

时，崔京源以第一作者的身份

用英文发表了一篇关于“一带

一路”的会议论文。用非母语

写专业论文并非易事，崔京源

在学习专业词汇上下了大功

夫。既然开始了就要坚持做下

来。撰写过程中的工作量很大，崔京源积极向本专业的老师请教相

关的论文细节，也不断地修改论文的措辞和内容。在一次次修改和

完善的过程中，崔京源逐渐寻找到了科研的乐趣，最后的成果也没有

辜负崔京源的付出，半年之后，这篇论文得以成功发表。

论文发表之后，崔京源对于“一带一路”经济贸易发展更加关

注，与此同时，她也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研究方向，并且开始了中

文核心期刊的写作和投稿。她将在撰写英文会议论文时汲取到的

经验和方法应用在了中文核心期刊的论文写作之中，目前有两篇

A 类期刊在投。崔京源对于自己之后的发展研究之路更加的清

晰，脚步更加坚定。

心存希冀，目有繁星

在推免的持久战之中，崔京源从不喊累，在本专业的学习和科

研之外，她还参加了许多竞赛，努力为自己的推免多创造出一种选

择，多添加一个胜利的砝码。

“记得当时是一个认识的学长推荐我进那个队伍的，所以我真

的很幸运。”提起一起参加比赛的战友们，崔京源总是很骄傲。大

二专业课程很紧，再加上辅修了英语双学位，为了找时间进行比赛

相关的讨论和准备，崔京源减少了很多的休闲娱乐时间，将更多的

时间精力放在比赛上。她紧跟队友脚步，从校赛到省赛，再到国

赛，每提升一个比赛等级就要将之前策划书进行大幅地改动，寻找

更加坚实的落脚点。“那段时间真的熬了很多个通宵，将一个策划

案反反复复改十几遍，真的挺辛苦的。”回想到当时那段时间，崔京

源也感叹到。

大二时参加比赛，难免会有

和专业课时间相冲突的时候。

对于因比赛落下的课程，崔京源

也从不懈怠。比赛期间缺下的

课就自己研学，经常一学就忘了

时间，遇到难点崔京源就会去询

问老师，无论是微信上，还是上

课的课间，崔京源从不放过任何

碎片机会。崔京源的成绩也没

有落下来，反而将比赛中收获到

的知识和正在学习的内容结合

起来，使得自己对于专业知识的

理解更加精确。在比赛时，崔京

源的表达能力、资料整合能力都

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她参加了

两项国家级大创立项和一项省

级大创立项，都赢得了不错的成

绩。谈及这些奖项，崔京源并不

自傲，她认为无论是成绩还是竞

赛，都不能代表她的大学生活，

但是，其中遇到的挑战，却给予

她满足感，“它们是我在这两年

里踏踏实实一步一步走来的见

证，是我未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

都可以挺过去的底气，是时刻提醒我只有付出才有回报的

警醒。”

为者常成，行者常至

“我觉得是幸运吧。”问及崔京源的大学四年的感受，她

顿了顿，一边回想，一边说道。在大学四年的学习生涯之

中，崔京源幸运地遇到了指点迷津的老师。她经常和任课

老师交流学习，探讨相关的科研内容，老师们也都温柔地解

答她的疑问，并且帮助她发散思想，推动她不断摸索前行。

她也幸运地遇到了奉为榜样的优秀学姐，18级的张高美带

领她一起参加比赛，一起努力，助力她提升自身素质。在张

高美身上，崔京源学到了如何有条不紊地进行各项工作，提

高了她多线程处理任务的能力。在大学拥有一位合拍的好

友也是幸运的事，两人无话不谈，灵魂契合，朋友给了崔京

源很多的精神支持。崔京源幸运地抓住了那些提升自己的

机会，无论是科研论文，还是竞赛。“所以，我想‘幸运’这个

词真的可以概括我的大学生活吧。”崔京源说。

在近日我校开展2023年“出彩河南人”第六届最美大学

生宣传推介活动中，崔京源荣获了最美大学生荣誉称号。

在此之前，她也被评为河南省三好学生标兵。大学期间，崔

京源积极投身志愿活动，在家乡当地的社区医院做核酸志

愿者。三门峡是一个养老城市，在医院做核酸的老年人总

是占大多数，排队过程中会有很多问题。崔京源主动去社

区医院当起了核酸志愿者，跑前跑后送核酸试管，帮助老年

人扫码，在太阳的暴晒下维持秩序……一天下来，总是精

疲力尽。“但每当我看到那么长的核酸队伍很快就结束的时

候，真的很自豪。”崔京源说。

看似波澜不起的日复一日，终有

一天会看到意义所在。大

学四年，崔京源取得了

高绩点，成功推免

进入中南财经政

法 大 学 继 续 深

造 。 相 信 在 未

来，崔京源将继

续怀揣赤忱的热

爱，铺开梦想的画

卷，步步生花，在自己

的芳草地上赤诚又勇敢

地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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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年前，张治浩初入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的校门，心怀创业梦想；十五年后，梦想的

种子在他日夜坚持的浇灌中，已然根深叶

茂。“我没有考虑过找工作，一直都非常坚定

地在创业。”2008年，当张志浩踏入河南财经

政法大学工程管理与房地产学院的那一刻，

他就立志要干出一番事业。从入学后筹集

资金创立自己的第一家饭店，到如今成为河

南瑞文实业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张治浩一直

在创业这条路上“折腾”着，也逐渐探索出了

一片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我是在财大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张治浩老家在信阳市固始县，或许是从

小跟随父母在浙江温州打拼的原因，张治浩

一直都很有生意头脑。大学时，他就提前一

个月来到郑州，在小商品城批发了一批台

灯。白天参加军训，晚上和室友一起摆摊卖台灯，由此“折腾”来了自己

的第一桶金。张治浩说，那届同学手里80%的台灯，都是他批发回来的。

张治浩形容自己“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创业的想法一直

萦绕心中。在卖台灯的过程中，张治浩认识了许多信阳老乡，结识了自

己创业的第一批人脉。他发现很多老乡和自己一样，更习惯吃米饭，而

郑州则以面食居多。张治浩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商机，决定在学校开一家

饭店。

“每人赞助我 500 元开饭店，我把你们这学期的午饭全包了。”就这

样，2008 年张治浩向老乡们凑了 5 万元，开了一家小店。年底结算时，张

治浩发现老乡们没有亏损，自己也没赚钱，但总归是把创业开饭店的事

情“折腾”起来了，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

2010 年，河南财经政法大学迁往郑东校区。为了支持学生创业实

践，学校设立了创业孵化园，免费为在校创业学生提供场地且不收水电

费。大四的张治浩在学院领导和老师的支持下，成功申请到了一间商

铺。筛选过多个项目后，他决定做校园打印复印业务。收拾干净店铺，

购买了相关机器，注册了郑州中兴图文设计公司，一个有梦想的热血青

年就这样在财大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从此以后算是走入了‘不

归路’。”张治浩说。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张治浩走出孵化园，将创业项目发展至校外。毕

业时，张治浩没有考虑工作，也拒绝了家人让他考公务员的建议，一心放

在创业上。几年间，他把公司业务拓展到周边高校和其他行业。直到现

在，中兴图文依然在母校为师生提供服务。张治浩说：“母校财大的店我

会一直开下去，这是我的根，我会坚持为母校、为老师和同学们服务好。”

在疫情期间，抗疫物资短缺，张治浩心怀母校师生，组织广大校友们为母

校捐赠了口罩、一次性防护手套和消毒水等物资，在艰难时期为母校送

去了温暖。

“要努力把坏事变成好事”

“其实所有经历的坏事后来你仔细再分析，都是好事，都能让你成

长。”回顾这些年的创业经历，张治浩有过不少成就，也走过弯路，跌落过

低谷。浮沉之间，张治浩逐渐变得沉稳，有了更多的人生感悟。

事业的顺风顺水激发了张治浩雄心，也让他的心态开始有些飘然。

谈起 2012 年到 2017 年的经历，张治浩用“浮夸”来形容。他报了许多“总

裁班”，到全国各地去听课培训，想要走出河南，开拓更大的事业。他开

始涉足文创、工程行业，但机遇不会常常眷顾，很多项目在当时根本没办

法落地，这些产业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而恰是这段“浮夸”的经历，让张治浩去反思和调整自己。文创行业

上，张治浩改变了最初理想化的思路，不再是自己喜欢什么做什么，

而是结合市场需求，生产消费者需要的产品；工程领域，张治浩组建

自己的团队努力去探索，也慢慢迎来了好转。全国各地的交流虽没

有实现知识变现，却让张治浩开阔了眼界，也给他带来了很多意想

不到的机遇。

“疫情这三年对于我来说是极大的考验，但也是我个人成长最

快的三年。”回想起这几年的波折，张治浩感慨道。一场疫情给张治

浩的公司运转按下了暂停键：工地停工，店面停营，图文业务也受到

了冲击，张治浩压力倍增。疫情初期为了维持公司的运转，他卖掉

了自己的房子。随着疫情持续时间的增长，张治浩只能降低员工工

资，忍痛撤掉一些店面，调整团队人员安排。

张治浩不愿意在困难时期抛弃自己的员工，

到公司实在难以支撑，不得不裁掉部分员工

时，张治浩给每个裁掉的员工们三个月的找

工作过渡期，每月给他们发放一千元的补助

并为他们缴纳社保。好在艰难的时刻已经过

去，员工们也陆续回到了自己的岗位。经历

过疫情的洗礼，张治浩的公司“像换了次血一

样”，整个团队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

在公司管理上，张治浩也开始逐渐转变

方式。他给下属部门更多的职责和更大的权

限，鼓励员工走出去创业。“我不但支持员工

去创业，还积极帮扶他们创业。”张治浩用自

身的经历帮助员工少走弯路，教他们如何做

好运营，一步步带着他们从员工向老板的身

份转变。“教学相长，我跟员工讲的时候可能

也不透彻，但讲多了，我发现我自己也感悟得

更加透彻了。”

“创业要坚定自己的脚步”

毕业十年多，张治浩始终坚持“老学长”

的身份，受邀担任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工程管

理与房地产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的校外导

师。他结合自身经历，让这个身份有了更多

的责任感。平常工作再忙，张治浩都会抽出

时间到学校和学弟学妹们深入交流。他很乐

于把自己的创业经验教给学弟学妹们。“我想

把我经历过的东西传递给学弟学妹们，让他

们少走弯路。”张治浩还注重对学弟学妹们思

维的提升，常会提醒他们平常多思考遇到某

个问题时该怎么做，在脑子里形成思维导

图。遇到问题时要注意“时间空间角度”三个

视角的转换，“不要去拘泥于书面学习，世界

上的事情太多了，要跟着有思维的人学习思

维。”张治浩说。

谈到给当下创业青年的建议，张治浩说：

“对于大学生创业我非常支持，但我觉得他们

一定要有准备，最重要的是要有坚持下来的

决心和恒心。”张治浩接触过许多创业的学

生，他发现许多人创业只是出于尝试的心态，

把创业当成了备选项。十几年的创业路上，

张治浩陷入过炒股失败、生意亏损的低谷，他

十分明白其中的艰难，但张治浩一直都把创

业当成自己的必选项，坚定不移地前行在创

业的道路上。他提醒青年创业者们：“首先创

业要坚定自己的脚步，创业是一个美好的梦

想，但实现它一定很艰难。”

海浪的品格，就是无数次被礁石击碎又

无数次地扑向礁石。在创业这条路上，张治

浩从未想过放弃。他无数次地遇到困难，又

无数次地重拾一切，坚定地与困难对抗，像海

浪一样，拥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十五年前

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启航，到如今张治浩还

在朝着自己心中的方向坚定前行。相信终有

一天，他会到达属于他的梦想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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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暖的风抚散了凛冬严寒，吹来了春日喜讯

——我校艺术学院美育育人工程项目获得河南

省2022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工作优秀成果项目

三等奖。恰是一年春好处，携一卷清风，挽一袭

花香，让我们一同走进美育世界，与“美”欢遇。

美育之籽灿烂生花——领悟美

校心理健康教育资讯中心的门前，远远地看到

一幅吸睛的画作：牵着骆驼的一袭红衣的波斯商人，

载满货物的蓝色轮船，七彩的集装箱，具有代表性的

中欧班列……起笔于古人们骑骆驼穿越沙漠，收笔

于现代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时代画卷映入眼

帘。创作者伍绍勇说：“以‘一带一路’为题，立刻就

联想到了古代丝绸之路。”悠悠岁月，何以为念，丝路

的古今跃然于纸上。他用褐色勾勒那段不朽的历

史，用彩色寄予未来的渴望。伍绍勇说：“就像画面

里‘破浪前行’的邮轮那样，我想表达对21世纪‘一

带一路’的未来充满期望。”

在大众的观念里，与丝绸之路有关的画作应该

是五彩斑斓的，可有一幅画卷却打破常态：整体色

调偏黯淡与深沉,充满看尽来时之路的不易。它的

作者史瑞新说道：“丝绸之路的开始是艰难的，人们

穿过沙漠也是艰难的。”他采用黄褐色作为画作的

基调，若隐若现的长安钟楼藏于绵绵不断的线条之

后，身着异服的人们行走在遥远且坎坷的丝绸之路

上。在史瑞新眼中，“一带一路是新机遇、新挑战，

我们更要学习吃苦耐劳的丝路精神”，走好今后的

“一带一路”。

陈承林是本次画展的学生负责

人，他的画作《薪火相传》取材于中

国戏曲艺术和舞狮文化，运用红、蓝

撞色，画面张力十足。陈承林说：

“美是时代的召唤，要向美而行。”

美育之声奏响校园——创新美

“艺术学院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

记号召，在开展本次美育工程项目的

同时，进行一系列创新改革。创新传

播形式，开展美育系列活动，引导广

大学生在参与、体验与思考中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营造爱校

荣校的浓郁氛围。”艺术学院辅导员

汤灿分享本次学生工作项目的初衷。

4月11日，艺术学院在学校餐厅

广场前开展“学四史、传薪火、唱红

歌、颂党恩”活动。活动以快闪形式

进行，创新学习“四史”的内容形式，用同学们喜

闻乐见的方式，去传播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追寻——我生命中的那份纯真，心中——抹

不去的那一片云彩。”这嘹亮的歌声直击人的内心深

处——“红歌能唤起同学们的红色记忆，给每一个

人带来心灵上的感动。”这首歌曲的演唱者郑卫航讲

到。“这首歌曲名为《追寻》，既有追寻共产党、新中国

之意，也有追寻共产主义、幸福生活的意味。”他体会

出先辈革命的不易，而这种“追寻”精神在传唱中激

励听众锲而不舍、奋发进取地“追寻”下一个百年。

“多少个青春背影消失在夜里，换来

晨曦”。在演唱者王认简眼中《错位时空

五四版》这首歌充满爱国主义情怀，让我

们感受到先辈们披荆斩棘、开创未来的

坚定信念，传唱红色歌曲，感受历史发展

的进程，铭刻革命英雄主义痕迹。我们

不仅是歌颂祖国，更是在歌颂百年前那

些“不回头向硝烟深处奔去”的青年们，

歌颂“舍小我，为国家”的革命精神。

“我们把艺术作品中的红色资源

转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力

量。举行系列活动，实现活动育人。将

传统的书面式、教师单方面讲解式的理

论学习，转变为参与式、体验式的学习，

这样在学习形式、传播渠道方面都有创

新。”艺术学院汤灿老师说道。

美育之风吹遍社会——传递美

“美育根本上是要服务社会的”，艺术学院也

积极在校外开展美育活动。艺术学院引导学生

运用专业技能，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助力乡

村振兴。艺术学院辅导员汤灿说：“我们引导学

生运用专业技能，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我们

连续两年组织学生赴滑县穆营村开展‘多彩墙绘

’艺术实践，美化乡村环境，助力乡村振兴。”

此外，艺术学院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省文明办、

省教育厅举办的“快乐成长”——乡村学校少年宫

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从学院遴选6名优秀志愿者，在

临颍县3所中小学开展为期3个月的乡村学校文艺

支教，用所学知识为丰富乡村校园文化做出贡献。

“将美育的种子洒满社会”的同时，艺术学院在

美育育人方面也成绩斐然。艺术学院在引导学生

利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的同时，积极鼓励同学们参

加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学生团

队分别在2021年6月豫浙两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

的首届全国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以及2022年

河南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中取得佳绩。

不念过往，扬帆续航。谈及未来将如何继续

开展美育工作，艺术学院希望“将思想政治教育

与学院各类美育课程相互配合，同向同行，可以

形成协同效应。”未来，艺术学院将坚持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秉承“以美培元、以美化人、以美育人”

的理念，不断丰富完善美育工程，不断优化“思

政+美育”协同育人模式探索，着力培养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时至黄昏，一曲钢琴曲悠扬响起，无数学子

驻足在鉴湖湖畔，享天地之景，静听音乐之声，美

育之曲正奏响。这是一场与美育的惊奇相遇。

我校“财子”将继续高举美育的熊熊火炬，向美而

行，“育”见美好。

向“美”而行向“美”而行 “育”见美好“育”见美好
——访我校艺术学院“以美育人，向美而行”项目成员

□记者 朱婉怡 蒯方源 吕孟臻 王宇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