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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 月 3 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

伦举行视频会晤，并通过

视频连线共同出席中老铁

路通车仪式。习近平代表

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

中国人民对中老铁路通车

表示热烈祝贺，向两国建

设者致以崇高敬意。在致

辞中，习近平提到老挝留

学生写来的一封联名信：

“几天前，我收到几位曾在

中国上海学习铁路专业的

老 挝 留 学 生 写 来 的 联 名

信。他们一致表示，要把在

中国学到的本领贡献给中

老铁路的运营和发展，我

对此感到非常高兴。中老

友谊的未来在青年，互联

互通的根基在心心相通。

中方愿为中老友谊之路培

育更多栋梁之才。”

给总书记写信的，是

我校铁道工程专业第一届

老挝留学生毕业生。今年，

这 9 名 同 学 全 部 顺 利 毕

业，成为中老铁路通车后

的第一批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在信中表示：“在中国

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中

老建交 60 周年、中老铁路

开通倒计时的历史时刻，

我们怀着十分激动和无比

喜 悦 的 心 情 向 总 书 记 汇

报：9 名同学今年全部顺利

毕业，非常荣幸地加入了

服务中老铁路的大军，即

将成为通车后的第一批工

程技术人员！回首几年来

在中国的学习，我们欣喜

地发现，自己既是澜湄合

作的受益者，也是中老友

谊的见证者。我们是非常

幸运的一代老挝青年，在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学到的

知识，特别是学校‘爱科技

（ASciT)’卓越工程师的培

养 方 式 改 变 了 我 们 的 命

运；在上海的学习让我们

赶上了中国的新时代，赶

上了世界最先进的铁路从

中国连进老挝，也连进了

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在那

里，我们得到了无微不至

的关怀指导，树立了做‘两

个工程师’的目标———维

护中老铁路的工程师、维

护 中 老 友 谊 之 桥 的 工 程

师。……可喜的是，母校在

上海市政府支持下先后发

起成立了‘一带一路’澜湄

铁路互联互通中心、‘一带

一路’中老铁路工程国际

联合实验室，为老挝的学

弟学妹创造了更优越的学

习条件，让他们能够和中

国的小伙伴们更好地与世

界接轨，更好地践行您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今

天，我们最想表达的就是

对 中 国 人 民 的 感 谢 和 想

念，以及对您的感激！”

（党委宣传部供稿）

本报讯 12 月 4 日下

午，由上海市外办、上海市

友协和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共同举办的“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一带一路’工

作重要指示暨在中老铁路

通车仪式上重要讲话精神

座谈会”在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徐汇校区举行。

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

协会会长陈靖，上海市人

民政府外事办公室主任、

市友 协 常 务 副会 长 张小

松，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

任王平，上海市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副会长景莹，上

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

任黄红，上海市人民政府

外 事办 公 室 副 主 任 马 颖

慧，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

站长曹继军出席。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

委书记郭庆松，校长柯勤

飞，原党委书记祁学银，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王瑛，党

委副书记陈海瑾，副校长

毛祥东出席。柯勤飞主持

座谈会。

王平、黄红、郭庆松、柯

勤飞共同为上海应用技术

大学“一带一路”中老铁路

工程国际联合实验室揭牌。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教

师代表李培刚、中国学生代

表高航、老挝留学生代表李

东先后发言，分别介绍了在

中老铁路工程高等教育合

作项目中所开展的工作，畅

谈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中老铁路通车仪式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体会。

上海市外办、上海市

友协、上海市教委、上海市

科委相关部门负责人，上

海应用技术大学有关职能

部门负责人、轨道交通学

院师生代表，在校老挝留

学生代表等参加座谈会。

（轨交学院、国际交流

处供稿）

中老铁路通车，习近平总书记收到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老挝留学生们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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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为深化党史学习教

育，践行伟大建党精神，落

实学校第四次党代会精神，

奏响“十四五”奋进序曲，12

月 10 日，上海市教卫工作

党委系统第三季“伟大工

程”示范党课之“铭史崇德

践行初心 创新发展再创辉

煌”主题党课在上海应用技

术大学开讲。

党课围绕“初心如磐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深

耕沃土忠诚教书育人大事

业”“强国有我走在伟大复

兴大道上”三个篇章展开，

通过现场讲述、视频展示、

情景表演等形式，内容丰

富、形式生动，回顾了学校

的创建、转型与发展史，激

情讲述了上应大党组织和

党员队伍坚守初心、勇担使

命的家国情怀和砥砺担当。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每一次向历史深处的

回眸，都是一次精神的洗

礼与启迪。”校党委副书

记、校长柯勤飞在导课中

满怀深情地说。学校的发

展史是一部与党和国家共

进、与时代同行的光辉历

史。一代又一代上应人高

举应用技术之旗、广育优

秀卓越之才、共谋创新发

展之道，以实干和拼搏汇

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宏图伟业之中。

“国之大者，吾辈所

向。”校党委书记郭庆松为

党课结课。郭庆松表示，学

校从服务现代工业发展中

汲取初心力量，从服务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彰显技

术兴国情怀，也必将在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中扛起上应大应有的责任

担当。郭庆松号召全体上

应人，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

大旗帜，坚守“厚德精技、

砥砺知行”的上应精神、

“永不放弃、永不言败”的

上应品格 （下转第 4 版）

本报讯 12 月 10 日上

午，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举行 2021 年第十一次集体

学习，专题学习领会党的十

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中共上

海市委党校党史教研部主

持工作副主任、中国社科院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

约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讲

师团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

成员杨俊教授应邀作辅导

报告。

校党委书记郭庆松出

席并主持学习会。校党委

副书记、校长柯勤飞，校党

委副书记、副校长王瑛，校

党委副书记陈海瑾，校党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明，

校党委常委、组织部统战

部部长王占勇出席。

杨俊以《在总结历史

经验中创造历史，在把握

历史规律中走向未来———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解读》为题，围绕“基本由

来 ”“谋篇布局”“政治智

慧”“守正创新”“突出 重

点”五个关键词，以详实的

材料和生动的语言，对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

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

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

经验的决议》（下转第 4 版）

本报讯 近日，第十三

届“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

人物”评选结果揭晓，我校

辅导员吴斐荣获“高校辅

导员年度人物”称号。这是

她继入选“2020 年上海市

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之

后，又一次获得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荣誉。

吴斐是我校首届特教

班毕业生。求学期间，她身

残志坚，自强不息。毕业

后，怀着感恩的心和对特

殊教育的深刻情感，她毅

然放弃央企的工作，回到

母校，担任艺术学院特教

部专职辅导员。她用自己

的切身经历，激励每一个

学生成长成才。

她曾先后获得 2021 年

“上海市育才奖”、2020 年上

海市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

第六届 全 国 大 学 生艺术

展———美育改革创新优秀

案例上海市一等奖、2021 年

第十一届全国大学生红色

旅游创意策划大赛华东赛

区红色精神微讲解（全国）

类二等奖等多项荣誉。（党

委学工部、艺术学院供稿）

追寻“应用技术”初心：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伟大工程”示范党课开讲

我校吴斐老师获“全国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称号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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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围绕战略目标，统领学校

事业发展全局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 紧密对接国家战略

和上海“四大功能”“五个中心”建

设需求，服务以上海为中心的长

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明确“应用

导向、技术创新”的特色定位，秉

承“依产业而兴、托科技而强”的

办学理念，凸显“协同创新、共创

价值”的科技创新文化，追求“卓

而独特、越而胜己”的价值取向，

始终坚定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高水平应用创新型大学的目标不

动摇，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积极

推进创新发展、特色发展和高质

量发展。

（二）办学定位

1.办学层次

以全日制本科教育为主，大

力发展研究生教育，积极拓展继

续教育、留学生教育和国际合作

办学,稳步有序调优教育结构。

2.人才培养

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的初心使命，培养具有理想信念、

家国情怀、过硬本领和勇担责任

的高素质应用创新型人才。

3.服务面向

立足上海，面向长三角，辐射

全国, 服务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

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三）发展思路

充分把握“应用型、创新性、

国际化”的核心内涵，以上海高水

平地方高校和博士学位授权单位

建设为契机，以应用创新型人才

培养为核心，以学科建设与技术

创新为主线，以“双师型”师资队

伍建设为抓手，以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为职责，以体制机制改

革创新为活力，深入推进产教融

合、校地校企合作,增强适应新经

济发展的具有创造性的应用创新

型人才培养能力，打造应用创新

型人才培养新高地、技术创新和

成果转化优选地和特色学科专业

培育地。

（四）发展目标

1.“十四五”发展目标

到“十四五”末期，学校办学

实力进入全国一流应用型大学行

列，在上海高校分类评价中，始终

处于应用技术类高校第一方阵，

综合办学实力逐步接近“对标高

校”，初步建设成为具有一定国际

影响力的高水平应用创新型大

学,努力实现“六高六新”的建设

目标：高标准德智体美劳全面育

人形成新体系、高素质应用创新

型人才培养达到新水平、高度对

接行业发展的应用型学科建设形

成新格局、高层次协同创新和技

术转移转化迈出新步伐、高水平

“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达到新

高度、高质量国际化开放办学水

平得到新提升。

2.中长期发展目标

到 2035 年，学校办学实力

位居全国一流应用型大学前列，

基本建成一所具有一定国际影

响力的高水平应用创新型大学。

3.发展愿景

到 2050 年，学校办学实力

进入国际一流应用型大学行列，

全面建成一所具有国际影响力

的高水平应用创新型大学。

四、突出重点任务，全面提

升学校核心竞争力

（一）立德树人 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

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

教育体系。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

培养教育体系机制，优化现有教

育体系的制度办法与机构设置，

以“三全育人”为抓手，制定“五

育并举”与“五育融通”联动工作

机制。

（二）多措并举 加强应用创

新型人才培养

深化“ASciT-OBE”人才培养

模式。

全面加强一流专业建设；构

建产教融合新生态。

完善高水平应用创新型大学

的教学管理体系。

深化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改

革。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科教融合

培育途径。

拓展研究生培养国际化。

大力提升生源质量。

（三）固本强新 推进学科内

涵式发展

聚焦“一引领二协同”三大特

色学科群和高水平大学建设，实

施学科分类建设与发展，不断优

化学科结构布局。

推进学位点建设，全面优化

学位点布局。

产教融合、协同创新，促进高

水平平台发展。

构建学科建设管理体系。

（四）协同创新 提升科研水

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以完善布局抢占创新发展先机。

以突出原创孕育顶尖科研成果。

以协同创新建设高端科创高地。

以引育结合打造国家科研团队。

以科创引领构建长三角共同体。

以营造氛围形成开放包容机制。

以深化改革改进科研评价活动。

（五）引育并举 建设高水平

师资队伍

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加大高层次人才引培力度。

推进“双师型”教师引育工

程。

推动辅导员队伍专业化特色

化发展。

加强管理和专技队伍建设。

（六）扩大开放 提高对外合

作交流水平

培养国际视野的学生。

引育全球竞争力的学者。

构建国际化学科合作平台。

构建国际化科研合作模式。

构建国际化校园文化氛围。

五、创新治理方式，筑牢高水

平办学支撑体系

（一）凝心聚力 党建引领学

校事业发展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建设高素质专业 化干部队

伍。

提高基层党建工作质量。

完善党风廉政体制机制建

设。

高质量做好统战群团工作。

（二）深化改革 完善现代大

学治理体系

健全以大学章程为核心的制

度体系。

构建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新

型治理结构。

深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

革。

推进内部机构设置与改革。

建立健全合理的资源分配机

制。（下转第 4 版）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摘要）（二）

◎12 月 10 日，都市园艺现

代产业学院建设暨 2021 年度校

企协同创新与就业工作交流会举

行。与会代表围绕产教深度融合、

“引企入教”和“引教入企”、“双师

型”青年教师培训、都市园艺人才

培养和学生就业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探讨，希望通过共建都市园艺

现代产业学院这一平台，充分发

挥学校、政府、企业各方资源优

势，创造出“科创 + 产教融合”的

新模式、新成果。（生态学院）

◎12 月 10 日上午，纪念国际

残疾人日暨特教优秀学生作品展

在校开幕。本次作品展邀请了众多

企业代表前来观展，参展学生作品

受到了与会领导和企业嘉宾的一

致好评。开幕式后，艺术学院与企

业代表就进一步推进校企合作、精

准培养企业所需人才等开展了交

流并达成了初步共识。（艺术学院）

◎第三届教职工健康文化节

日前落下帷幕，闭幕式暨“致敬红

色经典·绽放上应风采”教工才艺

大赛 12 月 3 日下午举行。本届教

职工健康文化节于 5 月开启，其

间举办了四大主题共 17 个系列

的活动，将健康知识普及、大型健

步走、健身培训、体育竞赛、社团

（协会）体育活动展示等融为一

体，充分展示了我校教职工积极

向上的精神面貌，促进了健康和

谐校园建设。（工会）

简 讯

本报讯 12 月 12 日，由我校

材料学院、国际交流处与上海市

集成电路行业协会、上海市新材

料协会联合举办的 2021 年智能

可穿戴材料国际论坛在我校举

行，校长柯勤飞出席并致辞。

本次论坛以“智能创新·材料

筑梦”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

杉矶分校、澳大利亚联邦科学院、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同济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东华大学、上海理

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上海应用

技术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深圳大

学、苏州大学、上海市集成电路行

业协会、广东南海启明光大科技

有限公司等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参

加论坛。论坛致力于促进中外学

术交流，构建全面深入了解智能

可穿戴材料的重要平台，着力打

造智能可穿戴材料研究和各类资

源整合的专业高端智库，为推动

我国智能可穿戴材料行业发展提

供全新思路。

近年来，我校围绕“功能新

材料和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特

色学科群建设，在功能新材料、

智能制造、纺织、设计等交叉融

合领域持续性开展关键技术攻

关。其中，深入开展芳香纳米材

料与纤维



在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观变革

历程中，恩格斯起到举足轻重的

作用。从某种意义来说，恩格斯的

思想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人性观

变革的逻辑前提。换言之，没有恩

格斯的贡献，就不会有历史唯物

主义人性观的变革。然而，以往研

究主要集中论述马克思对历史唯

物主义人性观变革的影响，而忽

略了恩格斯的重要作用。虽然青

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由于出生

环境、受教育程度不同，致使两人

沿 着不同的路线开启了 哲 学研

究，但结论却是相同的。

一、现实性维度：历史唯物主

义人性观变革的思想前提

“现实性”或“实在性”问题作

为重要的哲学范畴是我们理解黑

格尔哲学的关键所在。在黑格尔

看来，“现实是本质与实存或内与

外所直接形成的统一，现实事物

的表现就是现实事物本身”，作为

具体范畴的现实性，是由可能性、

偶然性、必然性等环节所构成。费

尔巴哈关于对现实性的解读在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黑格尔哲学的影

响。费尔巴哈摧毁了黑格尔概念

的辩证法，以人本身代替无限意

识，从现实的人出发，批判黑格尔

关于现实性的理解。

恩格斯认为，我们需要唯物

地把我们头脑中存在的现实性概

念颠倒过来，要把它们理解为是

一种对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

把现实事物理解为绝对概念的外

化反映，也就是对于现实的人的

把握，需要通过外部的必然性、表

面偶然性来实现。

恩格斯指出，我们只有从经

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从个别

物中引申普遍物，才能把人看作

真实的人，而“对抽象的人的崇拜，

即费尔巴哈的宗教的核心，必定

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

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

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

工作，是由马克思于 1845 年在《神

圣家族》中开始的”。

二、实践性维度：历史唯物主

义人性观变革的思维方式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传统

哲学关于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建立

在两极对立的关系中去追求终极

存在的一元论阐释，他们关于人

的理解也是绝对概念的自我意识

的人，抽 象的、非历史的人，否定

了人的创造性、实践性、历史性、

发展性，瓦解了人的生命的多重

矛盾本性。因而，以这种方式研究

人，表面看来，是以人这一客体作

为其研究的对象，但其实质是一

种“依据先在的预设本质去理解

和把握事物规定的特种认识方法

和思维方式”，现实的人是由其背

后的本体所决定，理解人就必须

追本溯源透过人返回到本体，追

求绝对的“一”的本体思维。

恩格斯基于第一手实地资料

和政府的官方资料，特别是 1882

年到达英国后，通过对英国社会

经济状况的分析，看到了物质利

益对国家和阶级关系不可抗拒的

决定作用。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

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研

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

恩格斯首次运用辩证法研究资本

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分析资产

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提出“劳

动是生产的主要要素，是‘财富源

泉’，是人的自由活动”。正如马克

思所言：“自从费里德里希·恩格斯

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

《德法年鉴》上）发 表以月党命在月记日日、月热写
近铁人家同他到
命习人人月平月热线月记在、月热写席通平人家命月党习人月热到
党政习革人月平月热线月记民、月热写
近铁人家人月党习人月热到
前热到
党月热线月记联、习人月热到国一宣纤 塑宣格辅料《杨理论约）团邀《格她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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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 版）和“卓而独特、越而胜

己”的价值取向，A6高水平地方应

用创新型大学建设的快车，以博士

学位授B单位为新的起点，向着高

质量发展新C程不断奋进，继续书

写新时代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发展的

精D华章。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王瑛，校

党委副书记陈海瑾，原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E国强，市教卫工作党委组

织干部处干部李一F，校党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杨明，校党委常委、组织

部统战部部长王占勇以及校中层干

部、各二级党组织书记、党支部书记

和党员代表等通过现场和直G平台

HI了党课。

（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供稿）

（上接第 2 版）

（三）树立品牌 打造特色

上应文化

制定文化建设指导文件。

制定视J识别系统。

加强精神体系建设。

推进文化育人品牌建设。

（四）强化责任 推进智慧

校园建设

构建信息安全校园。

提升校园网络基础保障。

构建“AI+ 教育”应用体

系。

提升管理能效水平。

构建智慧数据校园。

建设智慧图书 馆 和K案

馆。

（五）多措并举 加强校园

基本建设

建设美好校园。

建立健全基建管理制度。

（六）以人为本 提升民生

保障水平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健全L核评价体系。

完善各类人才分配体系。

六、加强规划组织实施，确

保实现“十四五”发展目标

（一）完善规划体系

学校“十四五”规划由校级

总规划、配M专项规划和院级

规划构成，校级规划为统领，配

M专项规划为N接，院级规划

为实施着力点，构建相互N接

的规划体系。各类发展规划紧

密结合，保障规划制定与实施

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可 作性。

（二）强化组织领导

着力提高规划的权O性和

PQ性，由学校规划领导小组

R头，发展规划处具体组织实

施，建立多部门协同合作推进

规划实施的问责制度，探索按

规划科学配置学科、教学与科

研资源的体制机制，把规划实

施情况作为学校资源分配、财

务预S、干部L核及教职工T

U分配的重要依据。

（三）做好规划宣传

加大对学校规划工作的宣

传与解读，做好规划文本的公

开，保证全体师生对学校发展

目标、办学思路、主要任务及规

划V行的知情权、参与权和W

X权，增强师生员工的认同感

和V行意识，Y引广大校友及

其他社会力量进一步关心支持

学校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的社

会环境和Z论氛围。加强对规

划实施情况进行L核与WX，

建立 各部 门共[的信息数据

库，加强对二级单位实施目标

管理L核及规划任务落实。

“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

复的，也没有一个人的人生是可

以替代的。”诚如余华所言，这世

上的每个人不过都是\旅上的小

小行人]了，都^^_`着自己

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a不将新

b试于火，如c知其def因此，

无关年g，我们都应深度感h生

活中的细i末节，j重并理解他

人的生活。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生活

节 奏不断加快，在这样高强度、

快 节奏的生活之中，我们很k再

l下心体h生活，即使于/m四

点n来， 却 发现海o花依p未

q。曾经使人体hr尖艺术，带

来美好味s体验的tu，逐vw

入大量“水军”，被包x定位成

“网 红”yz，人们为了{照打|

}名而来，却 对于~品味道�尝

辄止；随着I书软件、小说衍生

影视作品的现身，人们[受着互

联 网 带来的便利，却 遗 忘 了“用

生活所感去读书，以读书所得去

生活”的初衷；又如我们高中生

也正经历着“为L试而学习，为

写作而读书”的现状，vv忽 视

了学习“愈探愈出，愈研愈入”的

乐趣，随之也遗 忘 了“读书以过

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的大

忌。

这些事例都恰恰反 映当今

社会人们的浮躁以及急于求成的

心态，我们比起感h的乐趣，更[

受结果的美好。这样一来，我们虽

然不断在做着看似提升自我境界

之事，穷极一生，却终究成为了碌

碌无为之辈。连自己的生活都走

马观花式的敷衍了事，更c谈理

解他人呢f

但也有这样一些人，即使身

处喧嚣之中，却仍能l心体h生

活本身的真谛。苏轼在任职途中，

受到自然的启示，发出“人间有味

是d欢”的感慨；加缪在体会生活

磨k之后，产生了“没有生活之绝

望就不会有对生活的爱”这一深

刻的想法；王小波在生活百态中

坚定自己的个性，不受生活所支

配，只按自身所想去生活；杜甫更

是能看透百姓的3苦，写下《石壕

吏》这一著作，让世人都能看见

“安史之乱”带给百姓的深重灾

k。

圣人的境界固然k以达到，

人们的视野终究有其局限性，但

对待生活这碗“酸辣汤”，比起耳

闻口讲，我们倒不如亲自呷一口，

拥有自己对其的体会。对待胡适

口中浓烈的酒，不如细细品味，或

许我们会惊奇地发现，烈酒也有

香醇的滋味。比起一味崇尚王小

波心中“有趣的书”，我们不妨找

寻自己心中真正的“好书”，来消

磨人生这般寂寞的旅途。或许我

们不能成为他人的梦，却可以带

有同理心 去 看待他人的遭遇，相

比“谴责受害者”的行为，我们倒

不如克服心中的恐惧，深入地反

思他人命运中遇见的不幸，来避

免自己重蹈覆辙。

愿我们都能以火试新b，用

心体h生活。在名为“人生”的道

路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这是一件让我不管想起多

少次，都会触动心弦的事。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闷热的天气使得村子里的人都

蔫蔫的，像是缺了水的稻苗似

的。妇女们坐在竹子底下6凉，

拿着草帽扇着风，时不时和周围

的人A话聊上几句。

一个月回一次老家的我漫

不经心地跟在母亲的身后，脸上

挂着礼貌的微笑，我不需要说什

么话，大多数时候只需要点点头

就够了。

突然，我看到有一道目光望

向了我，在一张黝黑的满是皱纹

的脸上，一双浑浊的眼睛突然迸

射出一种奇异的亮光。她喊了我

的名字，吞吞吐吐了好一会儿，

把问题一口气问了出来：“大家

都说地球是圆的，地球飘在太空

中，中国的对面是美国，那我们

为啥不会飞到天上呢f为啥不能

打个洞直接通到美国f”

我愣住了，不仅仅是被她问

愣了，更多的是心底突然被某种

柔软而坚韧的东西触动了。

我该怎么回答她f我可以告

诉她我们被地球的引力束缚着，

所以不会飘到天上。可我又该如

c向她解释引力是什么f我可以

告诉她地球很大，挖一条通道是

很不现实的。我可以更深入地说，

地球分为地壳、地幔、外核、内核，

人类无法耐得住地幔及其以下高

温。这些都是我在课本上学到、视

为常识的东西，可她没有接触过。

这是一个时代的遗憾。一种名为

代沟的深渊，把我们和上一辈人、

上上一辈人分开，我们从没有主

动地去询问他们想要什么，想知

道什么。

我最后回答了她的问题，那

一瞬间的慌乱与紧张使我有些语

无伦次。我说完后，她似懂非懂地

点点头，周围人的目光使得她不

自在地搓了搓手。她朝我尴尬地

笑了笑，然后佝偻着腰离开了。

我上了爸爸的车，透过车窗

向外望去，她的背影逐v模糊成

了一团，隐入了人群中，然而她那

双浑浊的眼睛里迸射出的亮光，

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上接第 1 版）作了深入解读。

郭庆松在主持学习会时表示，

杨俊教授的报告内容丰富，系统全

面，既有历史的纵深感，又有鲜活的

画面感，为我们准确把握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的核心要义和精神实

质提供了有益借鉴和启示。

郭庆松强调，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是我校当

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

务，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

部要切实增强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

政治自J、思想自J、行动自J，真

正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与党史学习

教育结合起来，与推进学校当前各

项工作结合起来，学深h透，统一思

想，增强斗志，以实际行动开创学校

“十四五”事业发展新局面，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全校中层正职干部、马克思主

义学院教师代表参加学习。

（党委宣传部供稿）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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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赵钰琨

大学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f

这个问题曾无数 遍 地划过

我的脑海。在高三最紧张的那段

时光，班主任给我们提供的最好

的解压方式就是：畅想大学生

活。我会学习什么专业f这门专

业的课程会是什么样的f大学社

团会是什么样的f我会不会认识

很 多五湖四海志同道合的好朋

友f关于大学的问题有太多太

多，我也畅想过太多太多。终于，

在色D斑斓的金秋时节，上应大

给了我答案。

在这里我认识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朋友。广西、陕西、贵州、

重庆、内蒙古......虽然大家来自不

同的地方，但我们还是很快打成

一2，互相学习各自家乡的方

言，谈论品尝各地的美食。正是

因为地区文化的差异，让我们产

生了更多有趣的话题，更快地熟

悉起来。感谢上应大让我们相遇，

并给B了我们多D的青春记忆。

军训时，我第一次见识了台

风的O力，撑着被风刮得东倒西

歪的伞赶去军训；开学典礼上，我

和同学们穿着''嫩嫩的校服，

摆出各种各样的造型自{；每天

放学，天边的5霞总是好看得让

人忍不住驻足。这是我心中的上

应大吗f是的，但也不全是，还有

更多的惊喜与未知等待我们去探

索。

虽然我与上应大相伴的时间

不长，但它告诉我，它是活泼的，

是P谨的，是包容的，是开放的

……千言万语只汇成一句话：上

应大，感谢相遇，我们来日方长。

来日方长

岁月 孙庆华 \ 摄

阴 陈柳霞

且将新茶于火试 阴 严冬馨

2021年 12月 15日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十四五”事业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摘要）（二）
追寻“应用技术”初心：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伟大工程”示范党课开讲

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