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月红（内蒙古农业大学水利与土木建筑工程学院农业水
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

我出生于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在高
考选择专业时，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选择了农业水利工
程。顺利进入大学后，站在实现梦想的全新起点，我始终保
持积极向上的态度，努力学习专业知识，参加各类学术讲座
和研讨会，不断拓宽自己的视野，丰富知识体系。梦想的种
子在不懈努力下逐渐发芽，我多次获得“三好学生”“优秀学
生干部”等称号，本科毕业时被评为“优秀毕业生”，获免试攻
读硕士研究生资格，并顺利通过“硕博连读”考核。

我深知，科研道路没有坦途，自强不息才是致胜关键。科学
研究过程中，既有实验数据差之毫厘而前功尽弃的沮丧颓唐，也
有面对导师、学长肯定和夸赞的雀跃兴奋，每一次成功、失败都是
我前进的动力，更加激发了我坚持走下去的信心。研究生其间，
我的科研能力得到极大提升，也让我更加明白学术研究的道路充
满挑战与机遇，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汗水。在大田试验中，我
积极投身于河套灌区微咸水滴灌对土壤、水、盐、热运移和玉米生
长的响应机制及模拟研究。每年的5月到10月，我坚守在大田
一线采集土壤样品、作物样品和田间试验数据。我每天都会早早
地来到田间，仔细观察作物的生长情况，记录每一组数据，不断尝
试新的方法和技术，以期在实验中找到最佳的解题方式。

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严格要求自
己，努力在学术上有建树，更在思想上、行动上起到模范带头
作用。借助学校首批全国百个研究生样板党支部“科技小院”
平台，我将专业与志愿服务结合，用自己的青春力量服务“三
农”。我和队友们一起深入田间地头，为临河区干召庙镇永丰
村和双河镇进步村农民提供科技指导和帮助，推广了新型种
植技术、节水灌溉技术等，帮助解决他们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有时会因为语言不通而与农牧民产生沟通障
碍，有时会因为环境恶劣而感到疲惫不堪，有时也会因科研进
展不顺而想要放弃，但最终，我和我的队友们一起肩并肩坚持
下来了，这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服务基层的价值所在。

近年来，我在国内外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申
请国家专利6项，获批自治区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2项，参与
制定地方标准 3项。我将以更加积极向上的姿态迎接不同
的挑战和磨砺，不断积累沉淀、不断攀登高峰，去追寻自己所
热爱的事业，书写人生新的篇章。

（本报记者 白莲 整理）

以青年担当助力乡村振兴

“现在开庭！”随着法槌敲响，
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法庭”正式
开庭。法庭调查、辩论、陈述、当
庭宣判等环节，现场还原庭审过
程，为在场的青少年上了一堂生
动的法治课……这是通辽市团委
维护校园安全，开展预防未成年
人违法犯罪活动的一幕场景。

年初以来，通辽市团委积极
探索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未成
年人保护工作新思路新方法，提出了“学校
吹哨 部门报到”联动机制，通过各级团组织
及相关职能部门力量向学校下沉、工作重心
下移，做好维护校园安全及预防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工作，编牢织密未成年人“保护网”。

“原来给同学起外号也是一种‘欺凌’形
式！”“新型毒品这么会伪装，以前我一定分
辨不出来。”在“青心护航”宣讲团活动现场，
孩子们纷纷发出感叹。

通辽市、旗、镇三级团组织牵头，整合公

安、司法、检察院、法院等部门涉未成年人科
室，成立了“青心护航”宣讲团。宣讲团行走在
各个学校中，通过以案说法、以案促防等方式，
开展校园安全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宣讲活动，
引导孩子们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
习惯。截至目前，“青心护航”宣讲团已开展宣
讲240场，覆盖青少年47000余人次。

网吧、台球厅、小卖店……校园周边的
一些违规经营的“小铺子”一直是学校和家
长心头的一根刺，部分不法商家可能为学生
的成长带来隐患。通辽市利用“街乡团组织
吹哨 部门团组织报到”区域化团建机制，联

合辖区内执法部门，由学校法治副校长作为
联合执法队伍的召集人，对校园周边开展联
合执法检查，针对发现的问题共商共研，最
大限度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

同时，通辽市团委对每一次“吹哨”同步记
录，明确落实单位和责任人，实时跟踪、了解、
反馈“吹哨”问题的处理进展情况，盯办整改结
果。截至目前，通辽市开展联合执法大清查行
动78次，“吹哨”21次，排查风险隐患点21处，
推动校园安全治理模式从事后应对向源头防
范转型，将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实现校园内
部健康与外部稳定的良性循环。“校园周边商

铺的大清查行动，清理出不少‘三
无’小食品，这让我们放心多了。”
学生家长表示。

重点群体怎么找？怎么帮？
一直是各地帮扶工作的重难点。
在通辽，各级校团委主动排查梳
理，以校为单位找出重点青少年，
开展有针对性帮扶、关爱、救助。
通辽市发动青联委员、青年社会
组织等社会力量，通过“青心”“青

愿”等形式，收集青少年需求，开展各类希望工
程、助学计划，累计帮扶1615位困境青少年，
捐助金额达66.3万元。“‘青愿’礼包承载着我
的‘小小梦想’，我一定珍惜学习时光、努力成
长成才。”领取到“青愿”礼包的学生说。

“学校吹哨 部门报到”联动机制，缩短
了团组织与青少年间的距离。通辽市团委
将不断创新形式，加强对各领域青少年的组
织覆盖和工作覆盖，不断提升引领力、组织
力、服务力，为青少年织牢、织密“守护网”。

（本栏目图片由通辽市团委提供）

织 密 青 少 年“ 保 护 网 ”
□本报记者 孙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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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于欣莉

这个暑期，我区各新华书店成为市民和学生“充电蓄能”、
纳凉避暑的首选之地，众多市民和学生走进书店与书香为伴，
尽享“书式”假期模式。

在呼和浩特市新华书店腾飞路店，记者看到前来借书、
阅读、学习的人络绎不绝，书香氛围浓厚。“我几乎每天都来
书店看书、学习，这里氛围特别好，又有大量的书籍供我们阅
读，不仅能提高认知，还能拓宽知识面、充实自己，丰富假期
生活。”呼和浩特市第三十六中学学生石宇桐说。

据悉，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阿拉善盟等地新华书店分别
举行“小小图书管理员”暑期志愿服务、暑期故事汇、“图书奇
妙夜”研学等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让广大市民和学生沉浸
式感受阅读与实践的独特魅力，持续营造“爱读书、读好书、
善读书”的良好社会氛围。

“为让读者伴着书香度过一个快乐充实的暑期，全区各新华
书店在给读者营造舒适阅读环境的同时，提早做好了各类图书的
储备，根据不同年龄段设置不同阅读栏目区域，持续推进全民阅
读走深走实。”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宣传办主任张桂霞介绍。

图书馆里图书馆里““充电充电””忙忙

“成立的时候没想那么多。”内蒙古大学创业
学院信息工程学院2009级学生、现内蒙古大学创
业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党总支副书记赵跃回想起

“骄阳之家”的成立时刻依旧很感慨。2013年，赵
跃选择在毕业之际留在校园工作，同年，骄阳之家
开始组建。

“报名结束后，只有 10个人参加。当时学校
还没有实验场地，想做实验，只能去内蒙古大学、
内蒙古农业大学排队借用他们的赛道，排不上的
时候，大家就用A4纸代替pvc赛道，铺在地上。”
刚开始成立社团时，大家想得很简单，只想着“能
有一个地方，让对编程、机器人感兴趣的同学们有
一个交流的场所”。谁曾想，简陋的条件和尚未成
熟的培养模式并没有影响大家的研究热情，来参
加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在这里交流电子知识、研
究编程原理，好不热闹。

成立之初，团队并没有确定的研究方向，一切
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在指导老师带领下，团队逐
渐掌握了元器件识别与测量、电烙铁焊接技巧等
电子元器件基础知识。很快大家便能独立完成收

音机、室内报警器、循迹机器人小车等简单的机械
制作，这些都为后来参赛做足了技术储备。随着
时间推移，学院发现了这支颇有潜力的队伍，鼓励
大家参加比赛，到外面去看看其他高校在研究什
么，就此拉开了团队参赛获奖的序幕。

经过3年多的沉淀，2016年，“骄阳之家”团队
完成首个代表作武术擂台机器人，并代表学院参加
了华北五省（市、自治区）大学生机器人大赛。第一
次参赛，大家心里都很忐忑。“到了赛场上紧张得腿
肚子都在发颤，生怕在各大高校面前露了怯。”信息
工程学院2015级自动化专业、现于杭州海康威视数
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工程师的景超回想起第一
次参赛经历依旧记忆犹新。所幸，3年多的努力并
没有白费。第一次参加比赛就拿到了团体三等奖。

欣喜之余，团队也对自身的参赛状况做了全
面分析。“没能拿到更好的名次一方面是因为我们
还存在需要学习的地方和补足的知识领域，更是
因为还处在闭门造车的阶段，于是我们就定下了
以参赛获奖为导向、在实战中学知识的努力目
标。”赵跃说，有了目标，大家干劲十足。

“成立一个团队，让对编程感兴趣的同学交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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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青春

在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有这样一支朝
气蓬勃的大学生创新团队，团队成立 11年
间，参赛足迹遍布全国10余个省市，累计吸
纳学生千余人，成员涉及通信工程、电子信
息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等7个专业，获得
机器人、智能车赛道国家级、省部级各类奖
项共212个。

数年来屡次获奖，靠的是几代创业学院
人日夜研究的积淀与不息的实践创新。他
们就是信息工程学院“骄阳之家”创新实践
团队。

在“骄阳之家”工作室有一整面墙，陈列着11年
来团队取得的累累硕果。2015级信息工程学院自
动化专业学生、现信息工程学院实验员蒿文文老师
仍忘不了当年备战比赛的日子。“每当大家累的时
候，我们就会抬头看看墙上的奖状，想着历届学长学
姐在这里通宵达旦的努力，就觉得他们好像仍然在
陪伴着我们一样，我们绝不能辜负他们的期待。”

2015年蒿文文来到信息工程学院自动化专业
就读，入学时就参加了“骄阳之家”，2017年开始参
赛，毕业后他又回到校园工作。以学生的身份代表
团队参赛，又以指导老师的身份指导学生参赛，这
一路上，蒿文文受益匪浅。对于“传承”，他有着自
己独特的感受。“对于我个人而言，能完成这样一个
身份转变是很奇妙的。我的大学生活因为‘骄阳之
家’而丰富多彩，所以能在毕业后再为这个集体做
点什么，让我感到非常充实。在‘骄阳之家’待过的
同学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归属感，每个人都希望把那
种不服输、敢创新的信念传递下去。”

为传承好这种拼搏精神，搭建好每届学生之间的
沟通渠道，“骄阳之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独特的培
养模式。指导教师、信息工程学院专职教师刘亚丽介
绍：“我们要求每次参赛组队的成员中，至少由一名大
三且有参赛经历的人员带队，再配上两名大二学生或
是一名大二学生和一名大一学生。通过这样的方式
保证大家都能在实战中练兵，这样大三学生毕业的时
候，大一大二的学生也能成长起来独当一面。”

同时，指导老师们还梳理了全国相关竞赛的类
型，选择“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

“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赛”“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
设计竞赛”等6个在相关领域相对权威的竞赛，并根
据竞赛类型分别设置专项参赛队伍，每个队伍再配备
所属领域的专业指导教师。从学生加入团队的那一
刻起，就在他所选择的感兴趣的赛道开展专业培养。

接下来，团队还计划参加华为 ICT大赛、全国
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大赛、全国大学生物流设计大
赛等赛事，进一步拓宽学生参赛领域。“让学生广泛
涉猎参加各项比赛，是为了提升大家课堂所学知识
的应用水平，也是为了更好地提升专业能力，丰富
履历，提升自身的含金量。”刘亚丽说。

2023年12月10日，对于团队成员高昇来说是
一个特别的日子，他通过航天六院面试，拿到了
offer；团队成员张伟帅也在不久前成功通过内蒙
古大学研究生复试，开启新的学习阶段。和已经毕
业的历届学子一样，他们都从团队传承下来的精神
中汲取了养分，汲取了更进一步、开拓人生的力量。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批批优秀毕业生离
开，一届届青年学子加入，传承，不仅是专业知识的
代代传递，更是精神价值的薪火相传。从“骄阳之
家”走出去的同学们，分布在信息、软件等相关的各
行各业，上学时取得的各类奖项和参加比赛的宝贵
经历是他们就业路上的“敲门砖”，而拼搏奋斗的青
春故事也成为大家一生所系的精神动力。

“希望把不服输和敢创新的信念传递下去”

随后的4年间，团队不断参加各类比赛，力求
在实战中练兵。团队共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奖项
60余项，这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之前那种紧
张的心态完全不见了，因为我们发现，只要肯努
力、肯付出、肯创新，我们并不比其他高校的学生
差什么，我们也能站在全国赛事的领奖台上为母
校争光。”大家的信心日益强大起来。

对于团队来说，2021年是一个极不平凡的年
份。这一年，团队首次斩获国家级一等奖，并且获
得国家级二等奖1项，省部级一等奖3项、二等奖
6项、三等奖9项。2019级自动化专业学生、2019
级骄阳之家团队负责人张伟帅说：“这一年我们都
拼了命地调试、研究，最狠的时候，大家连着通宵
了好几夜，几乎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2023年 7月，“骄阳之家”团队前往沈阳航空
航天大学参加第十八届全国大学生智能汽车竞
赛。在声音信标组别，团队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同
台竞技。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智能车领域深耕多

年，从指导老师到参赛团队都有着多年的参赛经
验和成熟的竞赛体系，是名副其实的强队。“大家
要放平心态，我们既要不怕对手，又要珍惜这个机
会，向他们学习。”“骄阳之家”指导教师、信息工程
学院专职教师刘亚丽在赛前为大家加油鼓气。

在这个组别中，智能车需要在跑道上自动识
别道路行驶，需要在规定时间内触碰 19个信标
灯，耗费时间最少的队伍获胜。最终，哈尔滨工业
大学代表队用时90.329秒获胜，“骄阳之家”代表
队用时96.85秒，取得亚军。

“虽然败给了哈工大，但是大家还是很开心，
毕竟跟领域内一顶一的高手同台竞技，不仅积累
了经验，也为我们指明了接下来努力的方向。”这
场比赛之后，团队中成员学习研究的热情更加高
涨，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未来的无限可能，也有了更
高的追求目标。经过几次硬仗的磨炼，整个团队
的心理素质和技术储备都有了不小的提升，团队
运行也更加趋于成熟、稳定。

“只要肯努力，我们也能站在国赛领奖台上”

模拟法庭现场。

宣讲活动走进各学校。

孩子们积极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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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制作的智能汽车和机器人。

“骄阳之家”成立之初合影。

□本报记者 陈杨 摄影报道

8月 6日，内蒙古科技馆2024年“小小科普讲解员”培
训课程如期开课。此前，经过激烈角逐，24名选手成功入
选“小小科普讲解员”，他们将在内蒙古科技馆接受为期一
周的线下集中培训，学习内蒙古科技馆概况、展厅服务礼
仪、专题展览讲解等相关内容。

“每年‘小小科普讲解员’招募活动信息发出后，都会
受到家长和小朋友的青睐。”内蒙古科技馆展教部讲解接
待组主管王莹雪介绍，这项活动可以锻炼青少年儿童的语
言表达能力，增强自信心，同时激励他们主动学习科学知
识，提升科学素养。

据了解，从2022年至今，已有86名小讲解员参加系统
培训并进行展厅实操讲解。2024年“小小科普讲解员”志
愿讲解服务时间为8月13日至18日、8月20日至25日。

““小小科普讲解员小小科普讲解员””带你打卡科技馆带你打卡科技馆

●朝阳

为观众讲解“蛟龙号”相关知识。

“小小科普讲解员”岗前培训。

（本栏目图片由内蒙古大学创业学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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