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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心动的社团

梅从政 刘俞希/整理

安阳工学院国旗护卫队

安阳工学院国旗护卫队成立于

2009 年，主要负责每周一的例行升

旗和各类重要活动的升旗仪式。“心

系国旗，乐于奉献。超越自我，率先

垂范。”国旗护卫队队员用行动诠释

着该指南的深刻含义。

南京师范大学子衿文学社

南京师范大学子衿文学社成立于

2014 年，旨在携手文学爱好者寻找

文学的自由与洒脱，体会阅读的乐趣

和以文字吐露心声的畅快。曾开展读

书交流会、文学练笔、假日阅读打

卡、踏青郊游、阅读手账征集、时间

信箱、书信漂流等活动。

西南大学爱心公益联盟

西南大学爱心公益联盟成立于

2009 年，致力于通过支教助学、社

区帮扶、爱心捐赠等活动，为学子

搭建践行社会责任的平台。联盟创

新“公益+实践”模式，以“感受

爱，传递爱，奉献爱”为宗旨，曾

获评校五四红旗团支部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毕若旭

简易的木质写字台前，一位 95 岁的

老者手持电子手写笔，手边的放大镜帮助

他看清显示器上的蝇头小字。眼前这份近

100 页的 PPT，他已经准备了近半年时

间，即将用于给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的

学生开设学术讲座。

这位老者是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退休教授方华灿，他是 我 国 海 洋 石 油

工程学科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曾参

与 北 京 石 油 学 院 （中 国 石 油 大 学 前

身） 筹建，获得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部级科学技术奖 10 项，他编写的

教材被翻译为外语，在世界许多地方出

版发行。

耄耋之年，他仍活跃在讲台，坚持每

年给学生开讲座。他说，作为一名人民教

师，就要忠于教育事业一辈子。

1939 年春天，方华灿在北平的铁路

职工子弟小学读三年级。那时日本侵略者

已经占领北平，一次朝会上，日本校长用

日语讲话，并让一个一年级的女学生翻译

成汉语。“一个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学

生，怎么能翻译出来？”于是校长走到她

跟前，想把她拉到主席台上。女孩反抗，

被拉得躺倒在地，日本校长就在地上拖行

着把女孩硬拉上了主席台。这个情景让方

华灿至今记忆犹新。“我非常痛恨日本侵

略者，立志不能做亡国奴，我得做一个堂

堂正正的中国人。”怎样才能不做亡国

奴？随着年龄增长、学习深入，他决定通

过科研报国。

1948 年，方华灿考入了北洋大学

（天津大学前身）。1950 年年末，中国开

始支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抗美援朝前线

需要大量石油产品，国内民用也急需大量

石油。“可是我们那时非常可怜，新中国

成立时我国年产原油只有 12 万吨，全国

只有一个油矿，和现在超过 2亿吨的原油

年产量有着天壤之别。”方华灿说。

1951 年春天，时任燃料工业部石油

管理总局副局长严爽到北洋大学作动员报

告，动员在校学生转向石油相关领域。

方华灿看到我国急需石油，急国家之所

急、想国家之所想，在毕业前一年自愿

选择转入石油机械方向。当年 7月，经教

育部批准，方华灿等 20 位转学石油机械

的学生前往当时中国唯一的油矿——玉门

油矿实习。

玉门油矿坐落于祁连山下的戈壁腹

地，方华灿在钻井队实习 4个月，和油矿

的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井厂离住的

地方大约 40 公里，方华灿和工人们乘坐

敞篷卡车上班。戈壁滩上渺无人烟，只有

远处野生黄羊的叫声作伴。到了冬天天寒

地冻，方华灿和工友们一路披着老羊皮御

寒。老羊皮没有经过工业处理，只是把

生羊皮放在太阳底下晒过，味道异常难

闻，大家只得捂着鼻子、缩着脖子坐在

车斗里。井厂的饮食是自带的干粮，渴

了就用饭盒舀起祁连山上化雪流下的雪

水喝。

油矿上的生活艰苦异常，但方华灿眼

里看到的，却是工人师傅在艰苦环境中如

何辛劳工作。“工人把卡瓦从钻台提上

时，一手提一半，就能安装好，我们学生

两只手提一半，还提不动。作业时井下有

泥浆喷出来，难免喷到工作服上，冬天衣

服结了冰，又冷又重，工人们就穿着这样

的衣服干活儿。”想到自己在油矿实习仅

一年，而工人是长年累月地在这样的环境

下工作，方华灿感叹，艰苦奋斗才能产出

石油。

1952年 5月，一台从苏联引进的 3200
米石油钻机抵达我国，在运往玉门油矿途

中，需要经过一座横跨黄河的大桥。由于

设备过重，需要先拆分成零部件，过桥后

再行组装。方华灿参与了这次安装任务，

耗时一个多月，和团队一起将大大小小几

千个零部件组装成完整的钻机。这次装配

让他基本摸透了整台钻机的结构、功能、

规格等。

在离开玉门油矿前，他和共同实习的

同学撰写了一份实习报告，当时石油工

业相关教材、资料稀缺，这份报告后来

被清华大学、西北工学院 （西北工业大

学的前身） 等院校的采矿相关专业作为

教材使用。

1952年 8月毕业后，方华灿被分配到

清华大学刚刚成立的石油系。时任系主任

曹本熹给方华灿在内的 3位青年教师布置

任务——建立在我国还是全新的石油矿场

机械专业。当时苏联有相关专业，教育部

从苏联带回了俄文资料。这箱资料内容丰

富，然而方华灿当时只学过英文，不懂俄

文，该如何把宝贵的资料弄懂、吃透并教

给学生？

当时清华大学土木系讲师卢谦开设了

一个俄文速成班，向有专业英语基础的高

校老师教授俄文，上课半个月，就可以自

己通过查字典阅读俄文资料。虽然刚开始

时阅读速度很慢，但通过这样的方式，方

华灿和几位年轻同事率先把专业课开了起

来。那时上专业课，方华灿需要一边编教

材，一边讲课。教材来不及编好整本，就

在课前做好活页讲义，刻蜡纸、用油印机

印好发给学生。方华灿常常边编写讲义、

边刻蜡纸到午夜 12 点多，第二天早早到

管理油印机的工作人员办公室，一边表示

感谢一边请求早点开门，到油印机上一张

一张地印好给所有学生的讲义。当他拿着

讲义走进教室，油墨往往还没干透，教室

里油墨香四溢，学生于是给 3位年轻老师

取了雅号“油墨香”，看着他们走进来，

便戏称“油墨香来了”。

1952 年 11 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

会批准建立北京石油学院。在方华灿大学

刚毕业、赴清华大学任教前，曾首先被分

配到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被委以拟

写“建立北京石油学院计划任务书”的任

务。项目获批后，北京石油学院筹备委员

会在 1953 年 1 月成立，并作出了 1953 年

开始招生、暑假后开学上课的决策。10
月开学前，只剩下 9个月的时间来建设学

校。这么短的时间内，基建首先完不成，

怎么办？时任北京石油学院建校筹备处副

主任的贾皞决定，教学楼盖不起来，就先

盖平房作为教室；食堂盖不起来，就先盖

草棚，解决吃饭问题；办公楼、宿舍楼盖

不起来，就集中力量盖一栋学生宿舍楼，

全部办公室、图书馆、医务室、教师宿舍

都先安排在这栋楼里。

就这样， 1953 年 9 月 23 日，方华灿

和其他转入北京石油学院的清华大学石

油系师生搬入了这栋还没有完全盖好的

综合楼。方华灿住在 4 人一间的教师宿

舍，楼里上下水不通，上不了厕所，师

生就一起动手搭起没有顶棚的草围墙，

挖好坑，作为临时厕所。食堂看似稍微

好些，竹竿架起的棚子顶上起码铺了苇

草，棚里放了几张桌子，桌上摆着盛放

饭菜的盆子。但冬天饭菜从伙房棚子运

到食堂棚里就已经冰凉，有时候汤里还

飘着冰碴。

学校筹建期间，曹本熹任北京石油学

院建校筹备处副主任，负责教学工作，

要想方设法为学校找师资。方华灿当时

和曹本熹一起跑教育部、燃料工业部，

请各个单位给学校分配当年毕业的大学

生，又到一些其他高校和相关单位“要

人”，申请将一些高校老师和工作人员调

入北京石油学院。就这样，等到开学之

际，他们总算请全了老师，把各门课程

都开了出来。

从当时特别的教学、建校创业经历中

走来，方华灿至今感慨“在战争中学习、

在战斗中成长”的重要性。

1964 年，一座位于我国渤海湾内的

油田——大港油田在华北石油勘探会战中

被发现，“海上也能找到石油”，为我国石

油工业带来了新的方向。但那时国内没人

搞过海洋石油，一无人才、二无设备。方

华灿再一次急国家之所急，在石油工业部

动员下转向钻研海洋石油领域。

此后数年中，方华灿曾多次到全国各

地参与海上钻探设备的设计、验收、调研

等工作。1972 年，我国第一座自升式钻

井平台“渤海一号”由当时的大连造船厂

建造完成，方华灿到渤海石油局全面地学

习、了解了自升式钻井平台的结构组成、

技术性能、工作原理、操作工艺以及设计

要领，并将相关案例编入了我国高等学校

第一部海洋石油装备的教科书 《海洋石油

钻采装备与结构》。

1972 年，我国自主改装、建造的钻

井船“勘探一号”建成试航，方华灿曾参

与钻井船升沉补偿装置的研究工作。1978
年，在北京石油学院钻井专业 1953 级学

生、半潜式钻井平台“南海二号”首任船

长王彦邀请下，方华灿协助验收了“南海

二号”；他还参与过我国第一座半潜式钻

井平台“勘探三号”的钻柱升沉补偿装置

的研究工作，该平台在 1984 年交付使

用，至今仍在服役……

方华灿“在战斗中成长”的“老办

法”，在为海洋石油装备教学与科研探路

的过程中再次发挥作用。当时国内相关资

料、图书可谓“一穷二白”，方华灿在实

践中积累海洋石油装备相关知识，边看、

边学、边研究、边教学。他设立了我国第

一门海洋石油钻采装备课程，编写了我国

第一本该学科教材 《海洋石油钻采装备与

结构》，这本教材获得了石油工业部优秀

教材一等奖。他还编写了第一本该学科研

究生教学教材 《海洋石油钻采设备理论基

础》，招收了我国第一批海洋石油装备的

高校研究生，成立了国内高校中第一个海

洋石油钻采设备研究室。

在科研生涯中，方华灿建立起了“模

糊概率断裂力学”学科分支，并出版了

《模糊概率断裂力学》 专著。以此为基础

的海洋平台检测维修、安全评估与实时监

测新技术，可以评估海洋平台的剩余寿

命，并对保养维修方式给出建议，延长海

洋平台使用寿命，产生亿万级的经济效

益，这项技术因而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

1996 年，66 岁的方华灿退休后，中

国石油大学 （北京） 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

邀请他担任教学专家组组长。对机械与储

运工程学院和海洋石油装备专业有太多

割舍不下的情感，方华灿选择了回到学

院，这一干又是 17 年。其间，他听课三

四百堂，培养青年教师约 200 名。除了

听课，他还给年轻老师分析、指导，哪

里还需要改进，并亲自示范讲解方式。

遇到某些课程没有老师能讲，他就自己

先讲，以老带新，逐步培养出能开课的

教师。方华灿在机械与储运工程学院任

教学专家组组长的 17 年中，总共经历了

4 次教育部组织的教学评估工作，机械

与储运工程学院的教学质量在这 4次中全

部达到“A级”。

2011 年，已经 81 岁的方华灿结束教

学专家组的工作，但他仍坚持每年给学生

开设讲座。这堂名为 《海洋石油装备新进

展》 的系列讲座从他 80 岁时开讲，此后

15 年来，每年 6 月左右，他都会到学院

为同学们上一堂课。“新进展”常讲常

新，海洋石油装备发展日新月异，每年

方华灿都要自己先研究行业和学界的最

新成果。听讲座的同学们或许并不知

道，3个小时的讲座，方华灿往往要准备

几个月。

今年 95 岁的方华灿仍然闲不下来，

除了开设讲座，还写书、编书，笔耕不

辍。他退休后撰写的 《海洋石油工程》上

下两册，被英国牛津的海湾出版社译成英

文，全球发行。

在本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为什么还要

这样坚持不懈地工作？方华灿给出答案：

“95岁只是我的生理年龄，我的心理年龄

是焕发青春的。我也和年轻人一样，要做

一名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人民的时

代新人，一名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作出贡献的时代新人。”

“95后”方华灿：做不负韶华的“时代新人”

实习生 贾明皓 张玮琪
记者 卞心怡 刘俞希

中国海洋大学的樊佳正的考证清单

上，既有已经到手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证

书，演出经纪人资格证等证书，也有正

在备考的计算机二级、小学教师资格

证。对他而言，考证就像在职业规划的

迷雾中摸索，既有主动选择，也有被裹

挟前行的无奈。

王琪明是海南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

专业学生，她所考取的证书涵盖了多个

领域，包含计算机二级、普通话一级乙

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初级） 等。出

于兴趣爱好，她还在学习法语，准备考取

相关证书。

一些大学生选择在上学时考取各类证

书，“考证热”也成为热门话题。近日，

中国青年报·中青校媒面向全国高校大学

生对此展开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

3595 份。调查显示， 95.52%的大学生有

过考证经历。

当考证成为一种“潮流”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姬鸿飞所在的

金融专业，证书几乎是从业的“硬通

货”。师兄师姐的经验分享、行业前辈的

建议，都让他明确了证书的重要性：“证

券、基金、银行、期货这些从业证书是入

门门槛，没有它们甚至无法入职。而

CFA （特许金融分析师）、 FRM （金融

风险管理师）、CPA （注册会计师） 等，

则 是 头 部 投 行 和 金 融 机 构 的 ‘ 优 选

项’。”他特别提到 CFA，虽然近几年考

的人增多，“含金量看似被稀释，但反而

成了必需品，没有的话势必会落后于其他

同学”。

调查显示，84.09%的受访者选择考取

通用技能证书，63.12%选择考取与自己专

业、职业相关证书，24.62%选择考取兴趣

拓展类证书。考证似乎正在成为一些大学

生的学业生涯“必选项”。

同济大学学研工部副部长、新生院党

委副书记方雅静长期从事大学生就业服务

与生涯教育工作，她观察到，近年来大学

生考证呈现出三个显著变化：一是低龄

化、前置化，学生更早规划必备技能证

书，如驾照多在上大学前或大一完成，大

学英语四、六级从入学就开始备考；二是

技术导向型证书热潮崛起，如 AI、大数

据类证书需求激增，“这类证书由头部企

业推动，直接关联前沿岗位招聘需求”；

三是兴趣类小众证书热度增加，如整理收

纳师、营养师等，反映出当前大学生的职

业选择趋向多元化。此外，新兴领域的发

展也带动了一定的需求。

调查显示，提高就业竞争力、增加求

职优势 （84.65%），弥补专业知识不足、

深化专业知识理解 （62.89%），拓展兴趣

爱好、丰富课余生活 （49.93%），受身边

同学或社会氛围影响 （40.56%），父母或

老师建议 （31.15%） 都是受访大学生考证

的重要原因。

在方雅静看来，职业门槛需求、时间

与机会优势以及政策激励信号是驱动大

学生密集考证的核心因素。“大部分学生

基于规划意识行动，但需警惕‘伪需

求’。”方雅静表示，考证本身是一种学

习的过程，不能未厘清自身目标盲目跟

风，要将个人时间安排、择业计划、经

济情况以及行业趋势综合考虑，从而作

出合理判断。

李悦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公司从事人力

资源相关业务，她提到，不同类型的证书

在就业市场上的含金量略有不同。李悦解

释，垂直领域证书在与岗位强绑定时具有

必要性，例如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之于

财务岗位是基础门槛，但对互联网运营、

产品类职位则无效；外语、计算机方面的

通用型证书本质是工具技能，企业看重的

则是实际应用能力。

学以致用是目标，避免盲
目跟风考证

对学习金融专业的姬鸿飞来说，金融

专业相关证书考取难度不小——CFA 一

级和二级各考 10 科，ACCA （国际注册

会计师） 共考 15 科，还需要花费很多时

间和金钱。在证书选择上，姬鸿飞有自己

的节奏。多数金融专业相关证书对学历和

专业知识要求较高——CFA 一级在毕业

前的 23 个月内才能报考，考 CFA 二级

的前提是取得本科学位，要考 CFA 三级

则至少要取得硕士学位。“现在我的专

业课学习还不够深入，盲目备考难度太

大。”他计划大四前拿下 CFA 一级，后

续再根据职业方向考取基金或证券从业

资格证。

吉林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的叶婉正

在备考心理咨询师证，她表示，在备考

过程中能学到系统的心理学知识，这有

助于自己在未来工作中及时发现幼儿潜

在的心理问题，并运用正确方式解决。

王琪明曾有过因考证而失衡的时刻。

有一次，她同时备考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初级） 证书和证券从业人员资格考试成

绩合格证，考证占用了大量时间，导致专

业核心课程险些挂科。这次教训让她调整

了策略，后来她严格遵循一学期考证不超

过一种的原则，积极平衡学业与考证。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行业内的认可度

和含金量 （69.37%）、与专业或职业规划

的 匹 配 度 （69.01%）、 证 书 的 实 用 性

（61.28%）、备考成本的高低 （44.12%）、

考 证 过 程 中 是 否 能 学 到 需 要 的 知 识

（35.47% ）、 身 边 同 学 的 报 考 热 度

（26.29%） 是受访大学生判断一种证书是

否值得考的主要依据。

对于大学生如何科学评估证书价值，

方雅静建议从个体出发，遵循三种选择方

式：一是主动型，指与个人职业目标强关

联的门槛证书，如教师资格证；二是储备

型，选择列入人社部国家职业资格目录

和地方政府补贴项目的证书，用以积累

技能；三是驱动型，即基于个人兴趣进

行选择。

“有一些所谓的证书‘牌子’比较

大，比如国际权威认证等，这种情况一

定要区分它的可靠性和可信性。”方雅静

建议，核查证书的权威性可以考虑三个方

面：查询官方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目录或

者地方政府补贴项目清单、通过企查查等

工具核验机构资质与法律纠纷情况、对照

目标企业招聘公告中的证书要求。

关于考证过程中是否学到了实际知

识，樊佳正表示能感受到自己综合素养

的提升，“也让我进一步了解了证书对应

的行业”。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业的张舜尧非常关注证书对未来就业

是否有帮助。“有了一些证书只是迈过了

一个门槛，并不代表我真的具备了从事

这项工作的高端水平，所以我觉得考证

还是要按需选择。”

在姬鸿飞眼中，证书与能力则是相

辅相成的。“我们专业的证书考的都是专

业知识，持有 CPA 证书，企业就会默认

你有出色的财报分析能力；没有证书，

很难证明自己的实力。”但他更强调“硬

实力”：“数学能力、市场敏锐度这些才

是根本，有了这些基础，证书才能锦上

添花，否则即便考下来，也难以经受职

场的检验。”

调查显示，提升了专业知识和技能

（75.05%）、增强了求职时的自信心以及提

升了个人竞争力 （70.96%）、拓宽了职业

选择范围 （61.20%）、丰富了个人经历和

满足兴趣需求 （56.08%） 等是受访者感到

考证对自己产生的帮助。

李悦对各类证书傍身的求职者的判断

核心标准，是岗位匹配度。“持有证书虽

能体现学习能力或兴趣方向，但在求职市

场上仅作为加分项而非决定项，企业更关

注候选人能否胜任岗位和是否具备学习意

愿。”李悦也提醒大学生需警惕“无效证

书”陷阱：“若考证初衷是为目标岗位做

准备，却耗费精力考取无关证书，对用人

单位仅能传递‘兴趣信号’，无法成为真

正的敲门砖。”

“证书是敲门砖，门后的
路要靠自己铺”

拿到会计专业技术资格 （初级） 证书

后，王琪明不满足于让自己的能力定格在

这张纸上，她抓住机会，承担起校内创业

社团的管账工作。3个月的时间里，她处

理了 87 笔流水，这段经历让她深刻体会

到，从课本里的基本概念到实际应用还存

在很大距离。她感叹：“证书是敲门砖，

而门后的路要靠自己铺。”王琪明身边有

一位学姐跟风考了五六本证书，却在求职

中被面试官反问：“这些证里，哪个能证

明你会做信用证审单？”她把大量时间花

在了考证上，没有好好准备实操，也因此

错失了心仪的工作机会。正是这件事点醒

了王琪明，坚定了自己要“走出考证本

身、多去实践”的想法。

除了考证，姬鸿飞认为提升个人竞争

力还有更重要的途径：“系统地学习专业

知识是基础，高质量的实习也必不可少。

这不是为了简历好看，而是真的去企业感

受当下的行业走势与环境，否则从学校出

来会不知所措。”他还提到“向上社交”

和学科竞赛的重要性，“这些能让你接触

更优质的资源，比盲目考一些专业相关度

不高的证书来得更实在”。

相比一纸证书的价值，樊佳正更看重

自身硬实力。“我们专业更需要写作、拍

摄、剪辑这些实际技能，作品和能力本身

就是最好的证明。”他认为，证书是实力

的外显，能力是价值的内核，需要让二者

相得益彰。张舜尧学习的播音与主持艺术

专业，也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她认

为“再多的证都没有在省市台的实习经历

更有说服力，毕竟证书是死的，实践经历

才是活的”。在她的自媒体账号上，可以

看到她丰富多彩的实习经历。

中青校媒调查显示，91.57%受访者认

同考证的关键是内化知识技能，而非仅追

求证书本身。

方雅静认为，证书不能简单等同于专

业竞争力。“真实竞争力在于‘学、考、

用结合’，具体体现在解决问题、资源整

合及沟通应变等动态素养。一切链接真实

世界的实践都有效，实习、科研、竞赛等

硬实力之外，还需关注无法证书化的软技

能，比如资源整合、跨文化沟通、快速适

应变化的能力。”方雅静表示，证书是能

力可视化工具，但不是唯一方式，保持学

习意识与热情、应对和适应快速变化的外

部环境，这才是终身学习的核心所在。另

一方面，高校应通过企业导师、校友资源

等搭建实践平台，强化生涯规划教育。

调 查 发 现 ， 为 了 能 够 理 性 考 证 ，

68.82%受访者希望学校提供职业规划与证

书指导讲座，55.94%受访者希望人力资源

相关人员解读证书真实含金量，50.43%受

访者希望学长进行经验分享，47.09%受访

者希望建立证书信息共享平台。

李悦提到，过去因就业环境恶劣导致

的“证书通胀”现象正在消退，“随着市

场成熟，求职者更清楚自身方向，考证行

为逐渐趋向精准化”。对于处于迷茫期的

毕业生，她建议优先厘清兴趣边界：“明

确兴趣才能聚焦能力拓展方向，在此之后

无论是积累经验还是考取证书，其含金量

才能真正显现。”

（应受访者要求，李悦为化名）

证书是敲门砖，能力才是铺路石——

超九成受访大学生认同考证关键是内化知识技能

视觉中国供图

海南大学国学社

海 南 大 学 国 学 社 成 立 于 2014
年，由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学生自

发组建，面向海南大学全体在校学生

开放，旨在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促进

中外文化的交流，增进公众对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以及国学的认识和热爱。

社团活动覆盖茶艺、手工艺、汉服等

方面，并举办中华传统文化知识讲座

和国学沙龙等。

浙江工商大学星光戏剧社

浙江工商大学星光戏剧社成立于

2003 年，是校团委指导下的文化体

育类社团，以越剧为主，兼容多种剧

种。社团秉持“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戏

曲文化”的使命，通过开展多元戏曲

活动，增强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感。

自 2011 年来，社团已举办 16 场年度

大戏专场演出，在校内外引起广泛关

注。社团曾获浙江省高等学校“十佳

学生社团”、校级“十佳社团”“十佳

社团活动”等荣誉；社员获第九届中

国·杭州大学生戏剧节银奖等奖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