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右）与黄子帆握手留影

我校学子获 
第13届中国青少年创造力大赛金奖

近日，在第13届中国青少年创造力大赛总决赛 

中，我校黄子帆及其团队研发的“彩色黏土3D打印 

机” 通过层层选拔，最终脱颖而出，获得金奖，同 

时受邀前往美国参加第32届美国匹兹堡INPEX国际 

发明联展。决赛现场，中国工程院钟南山院士与黄 

子帆亲切交流，对我校参赛项目给予了高度赞扬和 

鼓励。

(都兴隆）

5月1 9 日，民盟中央调研处处 

长宋立宝、民盟河南省委参政议 

政部副处长蒋馨、北京大学教育 

学院博士生导师郭建如教授一行 

来我校调研应用型本科建设工 

作。副董事长秦小刚、副校长周 

文玉、校长助理兼教务处长刘亮 

军陪同调研。

秦小刚首先对专家一行来校 

调研表示欢迎，并陪同实地考察 

了学校的办学条件。周文玉向专 

家领导们介绍了学校应用型办学 

理念、思路，并对学校的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校企合作、课程建 

设、创新创业等方面的措施进行 

了详细介绍。相关部门和院系对 

实践教学开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郭建如教授表示，通过进行 

实地考察和访谈，对学校在应用 

型本科建设方面的工作有了详细 

和全面的了解。调研组一行对学 

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成绩表 

示赞赏，并表示会作进一步分析 

和总结学校的办学经验，推进应 

用型高校建设的研究和推广。

( 张保龙）

郑 州 市 “ 民办教育十佳单位” 

评审专家组莅临我校检查指导工作

我校思政课教学 
顺利通过教育部专家督查

近日，受教育部委派，高校 

思政课教指委委员、安麵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高正礼教贼 

我機行思政课现场听课指导。

高正礼教授随机抽取了马广 

兴老师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课 

程，认真听取了一节思政课。副 

校长周文玉、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王振国陪同听课并介绍了我校 

思政教育相关情况。

听课过程中，高正礼教授详 

细记录了课堂授课内容和同学们

的课堂反应，并在课后与任课老 

师进行交流，现场对学生开展问 

卷调査。高教授对我校思政课的 

开展及老师的授课水平给出了肯 

定评价，他认为我校思政课学生 
出勤率有保障，抬头率较高，思 

政课教师讲课有水平，针对性和 

实效性很强。

课后，教育部专家参观考察 

了马克思主义学院，并与我校领 

导沟通交流，进一步了解我校发 

展情况及思政课建设情况，对我 

校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

教育部将2017年 定 为 “高校 

思想政治理德教学质量年” c 其 

中，飞行听课是思政课教学质量年 

重要内容之一 。 为深入贯彻落实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打一场提高高校思政课质量和 

水平攻坚战，切实增强大学生 

对思政课的获得感，我校开展 

专项部署，全体教师以饱满的 

精神接受专家听课指导，以此 

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我校思政课 

的教学质量。

(孙松松 )

5月3 1日，郑州市民办教育 

十隹单位评审专家组一行5人莅 

临我校进行实地考察，学校董事 

长刘文魁，党委副书记、副董事 

长秦小刚，常务副校长刘赛赛等 

领导和学校中层干部参加了汇报 

会，会议由副校长程金城主持。

刘文魁代表学校向专家组一 

行的到来表示热烈地欢迎，希望 

专家组通过实地考察能够更加深 

入地了解学校办学情况，为学校 
的改革和发展多提宝贵意见。

随后，刘赛赛从学校的办学 

历程，办学指导思想、机构设 

置、班子建设、办学条件等方面 

进行详细汇报。

听取汇报后，专家组与教师 

代表和学生代表进行分组座谈， 

就学校教育教学等方面的具体实 

践情况听取了师生意见，并参观 

了工程训练中心、数控技术开放 

创新室、机器人开放创新 

室、3D打印技术创新室、

智能制造学院、全球供应

链&跨境电商学院、创新创业学 

院、泛IT学院等实践育人平台。 

评审组专家一致认为，郑州科技 

学院作为一所以工科为主的民办 

高校，领班班子素质过硬、办学 

条件和各项设施完备、各项规章 

制度健全，人才培养模式和新工 

科建设卓有实效。

( 张毅飞）

勇做新时期人才培养探路者

■ 李军

5月的郑州科技学院，花团锦簇，树木葱 

茏蓊郁，一片欣欣向荣景象。新成立的四个创 

新学院：智能制造学院、泛 IT学院、全球供应 

链 & 跨境电商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在校园里 

显得格外耀眼。

学校将立足地方经济需求，与地方产业深 

度融合，用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为地方经济 

打造一支高端的应用型新工科人才队伍，这也 

是学校在人才培养探索中迈出的又一大步。

因时而变，人才培养紧跟地方产业发展需
要

智者顺时而谋。 “地方发展一曰千里，如 

果地方高校不进行转变，还继续存在学科专业 

趋同、人才培养同质化，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 

脱节的话，就不能够很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 ，这个学校迟早会被社会淘汰出局。”副董 

事长、党委副书记秦小刚说。

早在2002年 ，学校创办人刘文魁就创新提 

出了 “实践育人”的理念，利用校企合办的校 

内工厂，开展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动手能 

力，培养出的毕业生很受企业欢迎。

“因时而变，人才培养紧跟地方产业发展 

需要和未来产业发展，培养具有创新创业意 

识 、数字化思维和跨界整合能力的新工科人 

才。”这是学校领导班子在新时代面前做出的 

回答。为了定向化、精准化培养应用型人才， 

学校深入社会了解人才需求，邀请专家教授、 

企业精英、政府领导经过反复商讨论证后，在 

专业设置方面坚持与地方经济接轨。先后与河 

南中机联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共建“智能制造学 

院”，与河南云和数据有限公司共建“泛 IT学 

院”，与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共建“全 

球供应链& 跨境电商学院”，与郑州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创业指导中心共建“创新创业 

学院”。

董事长刘文魁指出： “四个创新学院的建 

立，是立足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与社会知名企 

事业强强联手，有利于形成教学优势，师资队 

伍优势，实现资源共享，带动新工科建设和提 

升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整体动力。”

因事而化，打破传统授课模式开启全新教 
育理念

教学质量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高校人才培 

养质量高低。

一次创业课中，老师把如何创业讲的头头 

是道，学生听的也很认真，一名学生突然问， 

“老师，你都创立过什么公司，能给我们讲讲 

吗？ ”这句话让老师非常尴尬，因为这名老师 

真没创过业，授课内容都是网上下载的。没有 

创过业的创业课，让学生难以信服。

(下转二版）

ZHENGZHOU KEJI XUEYUAN
主办：中共郑州科技学院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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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国标展示平台展现国标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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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 标 准 舞 公 开 赛 的 举 办 ，为省内外国标舞爱 

好 者 搭 建 一 个 展 示 、交 流 和 学 习 的 平 台 ，更 

好 地 展 现 出 国 标 舞 的 艺 术 魅 力 ，对于推动国 

标 舞 的 发 展 有 重 要 的 意 义 ，同时也为高校师 

生 和 地 方 观 众 ，推广普及国标舞艺术起到积  

极作用。
(李军摄影报道）

我 校 喜 获 “郑州市科技创新工作先进集体 ”

5月26日，从中共郑州市委组 

织部、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郑州市科学技术局、郑州市科 

学技术协会传来消息，我校喜获 

“郑州市科技创新工作先进集  

体”。

该创新集体的评选，主要立 

足于科研单位的科技创新和人才 

队伍建设管理能力，尤其涉及科 

研单位科技成果的产出及转化情 

况、推动区域经济建设作用发挥 

情况等。2016年 度 ，我校服务企

业 20余 家 ，解决企业技术难题  

5家 ，签订产学研技术开发合同 

5项 ，研发经费逾百万，获立省 

级产学研资助 50余万元，直接经 

济效益逾千万，名列同类高校前 

列。 （李大海）

我校校报10件作品喜获河南省高校好新闻奖
近日，河南省高校校报研究 

会、河南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高校报 

委员会公布201阵 度 “河南省高校 

校报好新闻奖”评选结果，我校选 

送的作品荣获一等奖2® 、二等奖 

_ 、三 等 奖 其 中 ，消息类作 

品 《刘文魁被九三学社中央授予

“十大梢模”》、副刊类作品《家 

乡父亲月亮》荣获一等奖。张雨 

来、胡丹丹等5位同学荣获河南省 

高校优秀学生记者称号。

“河南省高校好新闻奖”每 

年评选一次，评选范围为当年在 

高校校报上发表的新闻作品，由

河南省高校校报研究会、河南省 

新闻工作者协会高校报委员会主 

持 。据了解，今年共有来自省内 

53所高校的550篇消息、通讯、评 

论、版面等体裁的作品参与此次 

评选。

(支慧）

- ^ 1

我校在省民办教育发展大会 
获得多项荣誉

5月 20日 ，以 “解 读 新 政 科 学 发  

展”为主题的河南省民办教育发展大会 

暨五届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郑州工业应 

用技术学院举行。会议当天，来自省内 

外数百名教育界领导、专家学者、民办 

学校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民办教育发展 

大计。

会议表彰了 2016年度对河南省民办 

教育创新创业、教学科研的繁荣发展做 

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其中，我校 

荣 获 “河南省民办高校创新创业先进单 

位 ” ， “河南省民办教育优质特色学 

校”及 “河南省教学科研先进单位”等 

称 号 ，我校教师韩彩虹等 13人被评为 

“河南省优秀科研工作者”。

(汪筱苏）

2017年我校获批两个河南省民办 
高校品牌专业建设点

近日，从河南省教育厅获悉，我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市场营销 2个专业 

入选2017年河南省民办高校品牌专业建 

设点，获得200万元的建设资金。

此次两个专业的获批，体现了我校 

在专业建设上取得的又一重要突破，对 

我校进一步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探索 

“新工科”发展模式，进一步深化应用 

型人才培养改革，提高人才培养水平，

提升专业的综合实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学校将切实加强领导，按照项目申报 

计划，采取有效措施，抓好项目管理，按 

期完成专业建设目标和任务，确保品牌专 

业建设取得实效，确保该专业办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焦健侠）

我校获批59项河南省 

社科联2017年度调研课题

近日，从河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获 悉 ，我校此次申报的 153项调研课题 

有59项获批立项。本次申报工作从申报 

数量、立项数量和立项率方面均创历年 

新高。同时，我校因在组织申报工作中 

成绩突出还被授予“先进组织单位”荣 

誉称号，我校已连续两年获得此项荣誉。

此外，我校3颇 201阵度河南省社科 

联调研课题顺利结项，结项课题中陈芳老 

师主持的《河南省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暨法 

律保障机制建设研究》等三项课题荣获一 

等奖，陈惠敏老师主持的《节庆旅游借助 

新媒体实现旅游联动发展的营销策略研 

究》等两项课题荣犾~^等奖。

(佘涛）

(上接一版）

这些教学中的实际情况得到了 

学 校 领 导 的 高 度 重 视 ，他们因事 

而 化 ，通 过 四 个 学 院 的 创 建 ，像 

鲶 鱼 效 应 一 样 ，打破了传统的授 

课 模 式 ，今 后 ，四个学院均由企 

业方委派最优秀的工程师或企业  

主 管 担 任 授 课 教 师 ，承担授课任 

务 的 同 时 ，也 要 开 展 “双 师 型 ” 

教师的培训。

“把企业请进来，让学生走出 

去”是四个学院创立的目的， “泛 

IT学院”成立后，双方将通过引企 

入校、合作培养、课证融合、基地 

共建、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技术

革新与研发等模式，把专业链与产 

业链、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 

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实现逐步渗 

透 ，将虚拟试衣间、虚拟旅游、虚 

拟现实教学、云计算、大数据等当 

下互联网行业最热的专业技术引入 

课堂。

在创新创业学院，为助力学生 

实现创业梦想，学校每年邀请郑州 

市 人 社 局 专 家 对 毕 业 生 开 展  

G Y B / S Y B创业教育培训，目前，已 

经邀请了中国创客领袖大会主席、 

双12中国创客日发起人姜明博士等 

32位成功企业家走进校园开展创业 

讲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因势而新，勇做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探路者

“如今互联网技术发展迅猛， 

需要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人才，因此 

人才培养也要随着形势、局势的变 

化 而 改 变 ，墨守成规者将面临淘 

汰。”秦小刚说。

以智能制造学院为例，它的建 

立满足了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机 

械电子工程、机械设计与理论、数 

控技术、机器人、 自动控制等相关 

机电控制类的理论、实践教学，来 

自机械、计算机和机电等专业的学 

生在这里可以实现跨专业学习，通 

过资源共享，既有利于实践教学的

开展，同时也有利于跨专业整合， 

有助于应用型、创新性、复合型人 

才培养。

学校领导班子勇于进行实践探 

索，及时做出一系列战略调整，在 

新的培养模式下，学 校 的 “桌面彩 

色3 D打印机”、 “智能五轴数控机 

床”、 “3 D陶瓷打印机”、 “智能 

家居机器人”等一批有影响力的大 

学生创新项目开花结果。

“奇校教育中没有一成不变的 

教育模式，再先进的指导思想、教 

学方法也会落伍，要把握规律顺应 

时代发展潮流，不断做好调整。” 

董事长刘文魁说。



编者按：

“精神”对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统领着学校的办学思想，决定了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目标和办学策略。在郑州科技学院，就 

有这样一种精神，它是凝聚每一位郑科人的向心力，是学校发展活力的源泉，激励着每一位郑科人奋发进取，在拼搏与创新中砥砺前行……

“ 四 种 精 神 ”

一一郑州科技学院办学之魂

■ 化新向

刘文勉，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 
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顾问

郑州科技学院自 1988年创办至 

今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 

强 ，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全国知 

名的民办本科高校，在全国高等教 

育的发展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在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逐渐形 

成 “艰苦朴素的创业精神、大公无 

私的奉献精神、团结实干的拼搏精 

神 、锐意改革的创新精神”为核心 

的 “四种精神”，这 “四种精神” 

是一心为公、无私奉献、矢志不偷 

的办学精神，成为指引学校发展的 

思想精髓、办学之魂，值得每一位 

郑科院人敬仰与学习。

»)] 1、艰苦朴素的创业精神

艰苦奋斗是一种不怕艰难困  

苦 ，奋发图强，为国家和人民的利 

益乐于奉献的精神，伟大的事业根 

源于坚忍不拔地工作，要不避艰难 

才能取得成功。改革开放后的一个 

时期，河南面临着高校少而生源多 

的突出矛盾，于是，在科教兴国的 

大政方针指引下，身为一名普通教 

师的刘文魁怀着强烈的使命感、责 

任感想要自己创办一所大学。但是 

办学校谈何容易，1988年 ，在众人 

不解的眼光中，他节衣缩食，倾其 

所有，自筹资金创办了中原职业大 

学 （郑州科技学院前身），成为一 

所场地靠租赁、教师靠聘请、资金 

靠 借 贷 的 “三无大学”。创业艰难 

不言而喻，曾因无钱发不了教师课 

酬 ，曾因支付不起房租被赶走，面 

对艰难困苦，他审时度势、力揽狂 

挽 ，闯过了一道道难关。在此期 

间，刘文魁创办了郑州大华装饰工 

程公司，走企业哺学、以学养学、 

滚动发展的新路子。在办学中，刘 

文魁倡导并秉承的艰苦朴素的创业 

精神激励了学校的每一位员工和毎 

一位学生。在艰苦朴素的创业精神 

激励下，刘文魁带领一¾t批师生励 

精图治，奋力前行，使学校实现快 

速发展，跨越了学校发展史上一个 

又一■个局峰。

郑州科技学院创办人，现任董事长,

»)] 2、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是一种爱，是对 

所投身的事业不求回报的爱和全身 

心的付出。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 

半根草去”的高风亮节，得到全校

2008省政协副主席张亚忠（右二 
郑州科技学院升本揭牌

师生赞许，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 

九三学社社员和民办高校的创办  

人 ，刘文魁深知不仅要倡导科教兴 

国 ，奉献社会，更要为人民担当。

90年代中期，在刘文魁倡议下，郑 

州科技学院义务举办了下岗职工培 

训班，免费培训学员 1000多名，为 

河南省委统战部、各民主党派机关 

工作人员义务培训计算机课程200多 

人。十年间，为困难学生减免学费 

数百万元。1999年 ，中共河南省委 

统战部和九三学社河南省委发出了 

“远学王选、近学刘文魁活动”， 

刘文魁成为河南统战系统学习的楷 

模。刘文魁也先后参与了九三学社 

组 织 的 “九 地 合 作 ” 、 “九校合 

作” 、 “同心康复行动”，受到社 

会广泛赞誉，2016年 ，他被评选为 

“全国十大楷模”。刘文魁作为一 

名教育丁作者，兢兢业业、默默无 

闻、无私奉献，给全校师生树立了

一个好的榜样，中国正处于社会转 

型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多的教育工 

作者像刘文魁先生这样为社会主义 

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

»)] 3、团结实干的拼搏精神

近30年来，刘文魁和普通教职 

员工一样坚持上下班，坚持深入到 

学院各个基层单位听取大家心声， 

解决师生在学习、工作、生活中遇 

到的困难和问题，深受师生敬仰和 

爱 戴 。他用自己的言行感染着师 

生 ，传递着社会正能量。在他的积 

极影响下，广大教职员工大力弘扬 

拼搏实干精神，为学校的发展尽职 

尽责，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单位和爱 

岗敬业标兵。他们扎根于学校，献 

身教育，有力保障了学校健康有序 

发展。

刘文魁经常教育教职员工，办 

教育和办工厂截然不一样，办教育 

是一个良心活，工厂产品不合格可 

以 回 炉 ，人才不合格就祸害社会 

了。一所大学培养出一批技术技能

型人才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培养出 

有道德、有觉悟、有责任感、有使

命感的局素质人才。为此，学校在 

德育方面下大力气，开 展 的 “春雨 

计划”项目成为河南省高校思政工 

作优秀品牌，获得了 “全国民办高 

校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秀成 

果奖特等奖” ，在第23次全国高等 

学校党建工作会议上，学院还作为 

全国唯 一 一 所民办大学进行典型发

4、锐意改革的创新精神

在办学的过程中，为了实现各 

层次人才培养目标，对人才培养模 

式进行了大胆改革创新，根据不同 

层次的培养定位，制订了灵活的阶 

段化培养模式。在办学中增加实践 

环节，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注重产 

教深度融合，推进校企合作育人的 

长效机制建设，完善协同创新，主 

动联姻，大胆实践，初步建立起产 

教研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交替、 

订单式培养等育人新途径。学习坚 

持学生走出去的思路，每年都安排 

相关专业的学生去对口的企业进行 

实习实训，坚持应用型本科高校的 

办学理念，鼓励学生学习新技术， 

搞发明创造，先后涌现出黄子帆等 

一大批典型学生代表。

郑州科技学院所凝聚的四种精 

神 ，是郑州科技学院的精神支柱， 

是郑州科技学院办学的核心价值体 

现 ，是郑州科技学院的办学之魂， 

也是全体郑科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这笔巨大的精神财富会伴随着郑州 

科 技 学 院 一 起 发 展 壮 大 ，历久弥 

新。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 “四种精神”必将长期 

激励着每一位郑科人，为实现全国 

一流民办应用型大学而阔步前进。

(作者系郑州科技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副院长）

2016年，刘文魁被评为九三学社全国十大楷糢，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 
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左）与刘文魁合影

省教育厅副厅长孙洪臣（左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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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贷 变 高 利 贷 ？ “宣称月息

0 .9 9 % ,很可能就是个坑，实际年化利 

率可能达到4 0 %，已经是高利贷了”。

(漫画转载自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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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白日梦之我见

我想，每个人，都是做过白 

曰梦的。

或是在紧张学习的空余间 

隙 ，或是在忙碌工作的短暂休 

憩 ，每个人总会有那么一段短暂 

的时光，让自己松散的靠在椅背 

上 ，轻眯双眼，放松精神，心绪 

随着风儿不知飘向何方。在飞扬 

的思绪中，有时我们在渴望一场 

热情激烈的恋爱；有时我们化身 

无所不能的英雄，击碎眼前的烦 

恼 ；有时我们又仅仅只是来到不 

远的将来，去提前享受那计划许

久的一场出游...

直到上课的铃儿敲响，亦或 

是上司的町斥，才恋恋不舍的从 

远方归来，再次凝聚精神，投入 

到眼前的学习或工作中去。

在很多时候，白日梦被人们 

贴上了太多的负面标签。甚至会 

被用来讥讽梦想，嘲弄愿望。有 

多少孩子被长辈们评价过“总喜

■朱艳冰

欢胡思乱想”，只因为被发现在 

本子上涂涂写写过一个又一个自 

编自导的故事。大概大部分人根 

深蒂固地认为，只有全心全意把 

思绪和注意力全部放在工作和学 

习上，才能算是脚踏实地的生活

吧。

可是，我们的生活，真的可 

以离开白日梦吗？

我们暂时摆脱了尘世喧嚣的 

一切烦恼，寄托灵魂于自己的渴 

望之中。我们代入另一种生活， 

在一场奇幻的冒险中，去实现自 

己未曾实现的梦想，去领略不曾 

见识的美好。它的存在，是让人 

们摆脱现实的压力，弥补自己内 

心的缺憾，让我们可以把目光从 

现实的挫折上移开，去体验生活 

中别样的色彩。

其实，艺术所带给我们的， 

不也正是一场白日入梦的体验 

吗？

无论美术音乐，还是电影小 

说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在创 

作一个艺术作品的时候，倾注 

的 ，正是一场作者与观众共同 

的梦境体验。艺术的目的，在 

于创造一种意境，在一个由自 

然的、现实的元素所构造的场 

景 中 ，用艺术的语言去倾诉一 

种 思 想 ，一种渴望。在我们赏 

析一件艺术品的时候，我们何 

尝不是放下现实中的一切，跟 

随作者的脚步，一起踏入一场 

未曾经历过的冒险中去，仿佛 

进行了一场如白日梦般的心灵 

对话。我们看到的，是之前所 

未曾看到的；我 们听到的，是 

之前所未曾听过的。这 ，不正 

是艺术所能带给我们最高的享 

受吗？说 穿 了 ，不就是一场白 

日梦吗！恐怕，也唯有艺术和 

白日梦才具备这种拨动人心弦 

于无形的能力了。

4 版 妹 的 ^ 祖 年 5月 處 期 三  文 艺 副 刊  警

清浅流淌的粼粼波光里是谁泻 

下的一份闲愁？

骤雨初歇的淡淡墨香里是谁撒 

下的一汪深沉？

落地荫墙的荷塘月色里是谁映 

下的一股怅然？

我想，应该是青春吧。暮春时 

节的阳光正好，碧海蓝天下谱写着

《自或》
■张怀涛

自古真贤戒张狂， 

身外得失细思量。 

虽羨名花成紫贵， 

更怜幽草蕴暗香， 

举步有心追超逸， 

颠簸无意溺感伤。 

风光无限过眼去， 

静夜挑灯悟修养。

作者简介：

张怀涛，我校客座教授，研究馆 

员，河南省图书馆界学术带头人，现 

任职中原工学院图书馆馆长，河南省 

高校图工委副主任。

青春的礼赞
■艺术学院胡丹丹

清歌迤逦。春暖花开的闲暇日子 

里，蝴蝶翩飞，游鱼戏水。恬淡的 

时光里约三五好友，一起去骑单 

车，游行。在最纯真的年代肆意挥 

洒最灿烂的笑脸，这也许是年少的 

我们最值得祭奠的青春。

白驹过隙，已记不得怅然若失 

兜兜转转了几个春秋，流光转世， 

也想不起千帆过境苍白轻许 

了几世流年。

青春—— 就像生命里的远 

行 ，若即若离如一场相逢， 

忘不掉也回不去。但却留下 

最宝贵的情谊，只要那么一 

声简短的问候、一句轻轻的 

谅 解 、一份淡淡的惦记，就 

足 矣 。它是如此的美好。但 

这种美好，总是在逝去的时 

候 才 会 被 发 现 ，被渐渐顿  

悟 。原来当初翩然轻擦的时 

光寸寸皆金。青春的路上遍 

地 黄 金 ，然 而 ，脚步总是太 

匆忙，忘了低头看看脚下这 

边金灿。

有曾经分离的泪水，滴落心上，唯 

一 又 唯 美 。

黯淡伤神的世界，总会有些斑 

驳陆离的残影，在日落西山前显露 

出别样的神色。也曾认真的欣赏过 

“夕阳无限好”的美景，却也曾认 

真 地 感 受 过 “只是近黄昏”的苍 

白。青春是一首忧伤的歌，在最简 

单的音符上，弹跳出几道或浅或深 

的旋律，慢慢的，慢慢的萦绕在耳 

畔。和那些数不清的回忆一起流逝 

在岁月的眉梢。

一半明媚，一半忧伤。这是对 

它最好的诠释。于不经意间，匆忙 

的脚步从未停歇，所以流逝的韶光 

便如影随形。当青春的书籍悄然合 

上 ，以至于要重新研读它时，却发 

现青春的字迹早已落满尘埃，模糊 

不清。

日落西山时会仰望天边，看那 

海天相接的地平线，看远处一碧如 

尘的天空在斜阳的轻触下是否会留 

下思念的影子。这一路有太多的不 

舍 ，源于一些美好，也掺杂着一些 

遗憾。时间煮雨，光阴流淌，无需 

作答，就让那温暖的年月，安静地 

淌在内心深处，也淌在漫漫长河 

中，奏一曲青春礼赞。

送别即将远行的你
■许延军

四年前，一个洒满金色阳光的清晨 

我站在大门口迎你 

你背个包，一脸的青涩 

用纯洁的目光盯着我和我身后的校园 

仿佛当初的我

那一刻起，你就是这的主人 

校园里留下年轻的身影 

你在荷墙边晨读 

荷叶微翻，荷花醉了 

你在月圆的夜晚，仰坐操场 

月色朦胧，望梦想星空 

你早早的来到自修室 

安静的上午，两本书相伴 

你更是图书馆的常客 

求古人释疑，阅中外智慧

我想你难忘302路车上 

脚不着地，一路颠簸 

更难忘，

这趟车拂袖而去留下一路烟尘 

难忘，你我间的不快 

因为手机，也许面包 

我呵斥的声音高了 

谢谢你回首一笑 

你也曾脸现不悦 

我没在意

今天，你的学成礼即将举行 

穿上礼服的你，好似玉兰花开 

我羡慕的目光不由得多看两眼 

明天，你又要远行 

在校园的一角，默默送上祝福 

在栀子花开的季节，目送你远行

如诗如画的季节里，静态 

齐奸，一朵一朵，襄 拥 ，鐘 

绵。末路的两端，有心心相 

惜 ，也有默默相离，有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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