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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和教授：就是要做不一样的“卡梅拉”

■通讯员 王新鑫 朱彦

许多有孩子的人都给孩子读过

《不一样的卡梅拉》 绘本， 那里面有

一只不甘于平庸的母鸡卡梅拉， 她每

天都在为孩子吃得安全而竭尽全力，

却还是不免焦虑。 当有人立志要养安

全的鸡、 提供环保的蛋， 你会不会为

孩子感到欣慰？ 日前， 在淮安市农产

品博览会上， 郑爱忠带来的鸡蛋一摆

上展示台， 便被订购一空。

从保安到绿色“农场主”

郑爱忠， 是淮阴师范学院保卫处

巡逻班班长。老郑热爱本职工作，熟悉

校园里的角角落落。“我们巡逻班，每

班次当班8小时， 会反复检查校园安

全情况，处理突发事件，对待工作既要

踏实又要果断。”他说。春去秋来，日夜

更替，郑爱忠已不再年轻，但是他一直

忠实地守卫着学校的安宁。

2011年初，老郑及家人在农村找

了一块地， 从朋友的养鸡场拿了200

只鸡，散养在田间，下的蛋专供自己上

中学的孩子，多的一些就送给亲朋。养

着养着， 老郑便萌生了自己办养鸡场

的念头。 200只、400只、600只……老

郑的胆子越来越大，当起了“农场主”。

老郑的鸡完全散养，不打抗生素，鸡蛋

的味道自然不错。 就这样，口耳相传，

没有广告、没有门面，老郑接到订购鸡

蛋的电话越来越多。

神奇的益生菌

当老郑的鸡养到3500只时， 鸡

生病了。 他四处请兽医， 但兽医却只

能“头疼医头， 脚痛医脚”， 针打了，

药吃了， 可鸡还是越死越多。 心急如

焚的老郑猛然想起， “学校有生科

院， 请那里的教授想想办法”。

生科院教授王新风接到了老郑的

求助电话。 “我也不是兽医， 我不会

给鸡看病啊。” “王教授， 你就帮帮

我吧！” “已经生病的鸡我管不了了，

其余的， 我可以让它少生病！”

王教授把自己研制的益生菌给了

老郑喂鸡。 奇迹出现了： 一周之后，

鸡群恢复了活力， 剩余的鸡一天比一

天健康。 老郑立马有了信心， 并决定

把养鸡场给王教授做“试验田”。 本

着科研人的踏实严谨， 王教授成立了

一个实验组， 采集养鸡场附近山林中

的野生菌种， 多次实验， 研发出最适

合的益生菌。

“鸡的肠子很短， 对食物的消化

不充分， 益生菌实际上就是帮助它消

化， 增强免疫力。” 王教授对老郑的

鸡上了心， 一心希望老郑能有好收

益， 他又研究出一种可以产淀粉酶的

菌放入饲料里， 使得饲料里营养成分

更易被吸收。 一系列的改进之后效果

明显： 鸡蛋变大了， 老郑每天随机取

100只鸡蛋称重， 开始时100个里只

有2个在45克以上， 到后来平均有30

多个。

潜心科研回报社会

春天来了， 老郑准备兴建鸡舍，

他又增加了鸡的数量， 因为土鸡蛋实

在是供不应求。 憨厚的他信心十足：

“有王教授在， 我什么都敢做！ 我也愿

意为大家做！” 去年， 他的鸡蛋被认证

为绿色无公害农产品， 而他和王教授

的合作也越来越密切。 王教授带着学

生奔波在乡间， 只为自己的科学研究

能够给农民带来收益， 实惠老百姓。

老郑养鸡场的鸡粪全部投到了王教授

的黄瓜大棚里， 又变成了最好的肥料。

头发灰白的王教授说起自己的科研神

采奕奕， 因为科学研究最终从实验室

走到了农田！

“他的养鸡场也是我的试验场。 科

研只有投入实践才能体现最大的价

值。” 王教授给老郑帮了很多忙， 却并

没有实际的经济回报， 教授的回报是

老郑把他的研究变成了现实生产力。

对未来老郑充满期待， 而王教授也一

直埋首在科研扶农的路上， 只为能做

一点造福百姓的事儿。 用王教授的话

说， 高校教师科研的热情要变成地方

经济发展的动力， 让小研究具有大价

值！ 有了这样的结合， 不一样的“卡

梅拉” 会越来越多。

现实中就有这样的两位“卡梅拉”： 郑爱忠是

校园保安， 王新风是微生物学教授， 一次偶然的机

会， 他们有了第一次合作，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一

个人负责养鸡， 一个人负责技术， 安全放心的土鸡

蛋源源不断地从田园走向餐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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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

200余大学生

进疆支教

日前， 西北师范大学赴新疆阿克

苏支教队， 首批69名学生从兰州火车

站乘坐K1661次列车启程。 今年该校

选拔了213名品学兼优的学生赴阿克

苏地区的46所学校进行为期一个学期

的支教活动。 据了解， 5年来， 该校

已派出9批共1254名学生分赴阿克苏

地区7县1市共159所基层中小学和学

前教育机构开展支教活动。

图为在兰州火车站， 一名参加支

教的学生在出发前做手势为自己打

气。

新华社记者 张锰 摄

“学校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如果没有学生的参与都是有问题的”

为学生诉求多开几扇窗

学生提案

制度化保障权益诉求

3月初， 启动新学期委员提案工作的

通知引起中国科大学子的关注。 此时距该

校2005年首次启动委员提案工作已经过

去了八个年头。

“经过多年的实践与推进，这项工作如

今已经在全校学生中充分开展， 全面辐射

到每个院系。 ” 中国科大团委书记杨正介

绍，“每个提案要求有一名提案人和至少两

名附议人，提案人要求是校学生会委员、校

研究生会委员、校团委委员，附议人可以是

全校任何一名学生或青年团员。 ”

“‘广而告之’ 和制度化保障是委员提

案工作取得效果的关键。 ”杨正说。 每年的

提案工作举办两期， 通常在3月和9月启

动，征集提案的通知从校学生会、校研究生

会及校团委传达到全校所有学院， 同时各

个委员也会主动在学生中收集意见。 所有

提案先集中到校团委进行规整，例如，将与

往年提案重复的去掉、 将相似的提案合并

等，然后统一汇总到学校，由校领导牵头组

织各职能部门负责人召开提案协调会，对

提案中反映的问题及时回应并予以解决。

学生都会提出哪些提案？ 中国科大核

学院研究生祝曹祥负责校研究生会委员提

案工作，他告诉笔者，学生的提案可以对学

习、生活、学校建设和发展等各个方面提出

意见和建议。 “从教室里网线接口到宿舍

楼的防盗监控系统， 从教务系统的升级到

课程的设置， 从食堂的菜价到篮球场的照

明……方方面面的意见，学生都可以提。 ”

祝曹祥说，“有些提案确实对校园建设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 比如这几年建设完成的学

生宿舍楼空调工程和热水工程， 在往年提

案中都曾有涉及。 ”

“对于学生所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各单

位都会认真落实、答复，运用多种手段解决

问题，对暂时不能解决的相关提案，也会对

客观情况和具体困难进行详细说明。 提案

工作是中国科大维护学生权益、 建设民主

校园的特色活动， 为学校的发展作出了积

极的贡献。 ” 中国科大管理学院一份关于

“中国科大学生参与自身权益维护”的调查

报告中指出。

这份调查报告显示，从2005年到2012

年，学校共收到有效委员提案451份，其中

347份提案得到有效解决或改善， 解决率

接近80%；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相关部门

也作出了详尽解释，回复率100%。

网络维权

常态化回应生活问题

在中国科大，有一个名叫“小权”的虚

拟维权明星。 它的创立者是中国科大校学

生会副主席杭建翔。 早在2011年，杭建翔

就萌发了一个想法： 在人人网上建立表达

学生利益诉求的公共主页。

这个想法最终实现于2012年的寒假，

“中国科大权益问题收集箱”人人网主页正

式上线 ， 它的背后是学生权益维护组

织———校学生会权益服务中心， 这个团队

由30多位学生组成，轮流值班，保证“小

权”每天上线。

每天，“小权”都会在这个公共主页上与

学生互动， 发布面向学生的各项重要通知，

回应学生反映的各种权益问题，帮助学生建

立起与学校相关职能部门的直接对话渠道。

“有很多校园生活中遭遇的问题比较

琐碎，或者时效性要求比较高，学生就会选

择告诉‘小权’，然后‘小权’会通过电话、邮

件或面对面的方式把学生的意见反映给相

关职能部门，促使问题能够及时解决。 ”

笔者打开这个公共主页， 确实非常热

闹。 宿舍水龙头维修、医药费报销、自行车

停放、网络通密码找回，等等，与学生生活

息息相关的实际问题， 都得到了有效的回

应和解决。“小权”已成为学生心中表达权

益诉求的一个有效选择。

创立者杭建翔对此感到自豪：“‘小权’

创立时间还很短，不过已有790个好友了，

关注度很不错， 下一步我们会进一步做好

宣传推广。这个主页一方面宣传维权，一方

面收集学生的意见， 并及时把学校内的一

些信息告知学生， 起到了沟通学校与广大

学生的桥梁作用。 ”

“小权”并未自满，2013年，微信版“呼

叫小权”正式出现。“学生可以通过微信平

台给‘小权’留言，我们力求为大家的各种

权益问题作出更及时的跟进和服务。”微信

“小权”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谢易非对此充满

热情和信心。

直面恳谈

深入化沟通师生意见

几十人围坐于会议室，有学校领导，有

部门负责人， 也有普通学生……这不是召

开表彰会的现场， 而是气氛活跃的中国科

大学生学习、生活恳谈会的现场。

“恳谈会上，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负责

人都会到场，学生可以就学习、生活上的问

题与老师们展开讨论。”杨正介绍，“学生恳

谈会是学生与学校职能部门直接面对面沟

通的一种有效方式。 ”

“任何一项政策的制定或重要工作的

实施， 如果没有学生的参与都是有问题

的。 ”该校党委副书记鹿明说。

2012年，中国科大宿舍楼热水工程建

设全面铺开，当年3月，学校举行了社区专

场恳谈会， 倾听学生关于热水工程的各项

具体意见。 会上，学校领导出席，资产后勤

部、社区办公室、校团委等部门负责人悉数

到场， 与参会的几十名学生进行了充分的

讨论。学生就宿舍热水工程中浴室改造、热

水器打卡、开水机配置及工程进度等问题，

向现场的部门负责人直接发问， 排解了困

惑，表达了意见和诉求。

“这种面对面的方式非常好，学校了解

了我们的诉求， 我们也知晓了学校的难处

和付出的努力。”参加过此次恳谈会的一位

学生告诉笔者，“彼此之间既沟通了信息，

又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 大家在一种平和

的心态下共同努力，促成问题的解决。 ”

面对学校为学生表达权益诉求所构建

的多个有效渠道，作为校学生会的一员，谢

易非深有感触：“以前遇到问题， 最喜欢做

的事就是抱怨。但是现在，学校为我们提供

了这么多表达诉求的有效渠道， 学生的表

达逐渐趋于积极、理性，更为重要的是，大

家在表达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参与学

校建设和发展的主体意识。 ”

校园锐视

表演倒立的保险课老师

■通讯员 黎子伟

汕头大学一个德国老师用流利中

文教微积分， 学生们大赞国际化。

“会中文没什么了不起。 玩倒立

的老师才叫酷。 据说还会用三种语言

背 《心经》。”

继“德国老师用中文教微积分”

微博得到疯转后， 网友“肥勤” 又晒

出一“牛人” 老师———配图中， 一个

身穿浅蓝色衬衣， 灰色裤子的中年男

人在讲台上表演倒立。 脚跟、 臀部、

头均在同一条直线上。

这条微博很快得到汕大学子的热

烈“围观”， 学生纷纷在微博上留言：

“请问是哪个学院老师， 强烈要求旁

听。”“怎么保险课玩起了杂耍？”“老师

下次会不会表演减肥操呢？ ”……

表演倒立的老师名叫陈树平， 是

汕头大学商学院的外聘老师。 “倒立

后， 我的脚是直的！” 陈树平自豪地

说。 正式上课前表演瑜伽受到学生的

热捧， 陈树平决定每节课都为学生介

绍新动作。

“把锻炼带进校园。” 陈树平如此

来解释自己在课上表演倒立的初衷。

他说， 如今学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坐

着， 缺乏运动， 身体素质差。 他希望

在上课时表演瑜伽让学生重视运动。

赞扬的声音不绝于耳， 但有人认

为， 倒立可以出现在瑜伽课上， 不应

该出现在与之没有联系的保险课上。

也有人认为陈树平的倒立是哗众取

宠。

陈树平回应道， 瑜伽表演的确与

保险课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可以吸引

学生注意力， 提高学习效率。 陈树平

进一步解释说， 长达两个小时的上课

时间让学生感到疲惫， 表演瑜伽动作

可以让大家提起精神。 “向学生们展

示瑜伽， 其实就是一种‘破冰’ 方

法， 让我和学生在一种轻松、 愉快的

气氛下进行交流。”

在陈树平看来， 瑜伽表演也能够

让学生领悟人生道理。 陈树平想通过

表演一些高难度动作告诉学生： “人

体是具有潜能的。” 陈书平解释道，

48岁的他能够做出高难度的动作在

于不断练习。 “成功就是坚持地做一

件事情。”

陈树平是汕头大学商学院的毕业

生， 2004年重返汕大任教。 之前， 他

主要为企业培训员工。 长时间培训企业

员工的经验让陈树平总结出独特的教学

方法。 汕头大学提倡教学改革的观念也

为陈树平提供了一个发挥所长的平台。

谈起倒立表演是否值得被其他老师

模仿， 陈树平回应说： “每个人的‘卖

点’ 都是不同的。” 比如， 不同的老师

有不同的特长， 某些老师依靠口才来吸

引学生， 某些老师和蔼可亲。 陈树平笑

称自己没有别的特长， 就喜欢练习瑜

伽。 “瑜伽就是我的‘卖点’。” 陈树平

认为传统保守的教育方法已经跟不上时

代发展， 在科技日益进步的社会， 教学

理念与方式也需创新， 要想办法吸引学

生， 不能总是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

“闻道有先后， 术业有专攻。” 陈树平并

不觉得老师比学生厉害。

“老师与学生应该是平等的。 学习

应该是老师和学生互通有无、 共同进步

的过程。”

学业观察

青春酷评

实现“中国梦”，

青年学子的时代担当

■许青云

“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

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

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

进步的机会……” 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刚刚胜利闭幕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上如是说。

如何认识“中国梦”、 实现

“中国梦”， 在高校学子中引发无数

热烈的讨论。“我们有幸生活在这个

为梦想而奋斗的时代， 一定要牢记

使命， 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出

绚丽的光彩。 ”“每人都有一个只属

于自己的梦， 但我们同属于一个国

家， 我们要思考如何有效地将个人

理想与国家梦想结合起来。”在学子

们的声音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青春、

向上的气息， 可以感受当代青年学

子的时代担当。但，青年学子如何能

更好地成为“中国梦” 的忠实践行

者？ 这与他们是否有干事业的真才

实学，是否具有不怕吃苦、战胜困难

的意志品格息息相关。 当代大学生

应努力在三个方面加强学习和锻

炼，因为，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一个

脚踏实地的足印。

立志向、树理想。相传有一只小

鸟，它的理想就是飞过汪洋大海。但

一路上有太多的风雨， 仅凭小鸟的

力量是无法实现的。 所以它选择了

一截树枝， 以便于自己能够随时休

息。 最终，这只小鸟飞过了海洋。

实现“中国梦” 的路并不平

坦， 今天的中国， 已经是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 面临着发展方式的转

变、 改革深水区的挑战。 青年学子

在深化改革的浪潮中， 要像那只会

衔树枝的小鸟一样， 有志向才会有

努力的方向， 有理想才会有持续奋

斗的动力。“古之成大事者，不惟有

超世之才，亦有坚忍不拔之志”。

可以说， 我们有理想与志向才

能有勇气和智慧， 才能让青年学子

的“中国梦” 在理想与志向的衬托

下， 光芒闪烁。

勤奋学习，增长知识。古代中国，

曾经以《九章算术》、《黄帝内经》、

《齐民要术》等论著，伟大的四大发明

及长城、 都江堰等工程奇迹造就了发

达的农业文明， 并为世界文明进步作

出了重要贡献。 而当科学革命与工业

革命在西方蓬勃兴起的时候， 中国封

建社会因思想僵化、 文化守旧等原因

一再错失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

曾经的衰落、 曾经的挨打都是我们自

强自立、奋斗不息的警醒。

而今， 正处在伟大复兴进程中的

中国， 需要万千有识之士创造新的文

明与文化， 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这是21世纪最好的机遇， 也是最重要

的人才储备期， 青年学子应以只争朝

夕的精神， 学习科学理论知识， 独立

思考， 探求真理； 学习历史， 了解国

情； 学习中华优秀文化， 提升素养、

开阔眼界； 积极参加各种实践， 要特

别重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提高道德修养， 锤炼意志品格。

道德具有“日用而不知” 的性质。 就

如黑格尔所言： 一般人在日常生活

中， 不知不觉间曾经运用并应用来帮

助他们生活的东西。 在生活中， 我们

常遇见大大小小的“道德问题”， 大

的如人与环境的共存， 人与食物的相

生； 小的如师生关系的处理， 同学之

间的相处， 买卖之间的公平等。 而这

些大大小小的“道德关系” 就构成我

们于世界存在的全部。 “精神上的道

德力量发挥了它的潜能， 举起了它的

旗帜， 于是我们的爱国热情和正义感

在现实中均得施展其威力和作用。”

毋庸置疑， “中国梦” 的实现需要有

德行的人， 需要有正确道德观的人，

青年学子们应在生活与学习中不断提

高道德修养， 以德立身， 明礼诚信。

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实现

“中国梦” 需要一代又一代人辛勤劳

动和艰苦奋斗。 这就意味着青年学子

们要有不怕吃苦、 战胜困难的心理素

质和意志品质。

“无端忽作太平梦， 放眼昆仑绝

顶来”。 让“中国梦” 在青年学子身

边点滴流淌， 最后汇成民族复兴的汪

洋大海。

（作者系平顶山学院党委书记、

教授）

陈树平坚持课前10分钟给学生表演

瑜伽。

微博留言

@阿宗系客家人： 不错， 老师们不

再呆板了。

@TRU黄穗岚： 这是汕大教育改革

的一部分吗？ 这老师教易经吗？

@彩玲想增肥： 哇塞， 这是什么

课？ 在哪上啊？

@yguoyao： 买了保险， 课堂耍啥

动作都无忧。

@鲶鱼懒猫猫： 大学本应这样， 多

些自由包容、 特立独行、 不同凡响， 少

些行政化和形式主义。 教学， 首先得让

听课的学生有兴趣。

春天来临， 校园生

机盎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计算机学院2010级本科

生谢易非和往常一样，

走进学校西区图书馆中

文书库借阅室上自习，

突然发现书桌下面安装

了全新的插线板。 事情

虽小， 却让身为校学生

会权益部部长的他感到

非常兴奋。

去年， 谢易非作为

提案人向学校提交了一

份学生提案， 表示西区

图书馆中文书库借阅室

墙上的插座数太少，希

望学校增加新的插线

板。“新学期刚开始，问

题就得到解决。 这表明

学校的回应并不是走形

式，而是认真对待，帮助

我们解决各种实际问

题。 ”谢易非说。

这个案例只是中国

科大学生表达权益诉求

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中

国科大通过学生提案、

学生权益维护组织、校

园网络、 师生恳谈会等

方式， 构建了学生权益

多渠道表达机制， 最大

限度地保证学生“安居

乐学”，并有效地引导了

大学生权益诉求的理性

化。

■通讯员 曾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