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学 2022 届本科生毕业典礼学生代表讲述稿 

 

把握人生的“原动力” 

讲述人：帅郁 

大家好，我是 2018 级理力班本科生帅郁。四年求知路，初入科研门。在有限的科研经

历中我有幸窥见了“原动力”对于科研道路与人生旅途的重要性。 

在经典力学中，力表示着物体间的相互作用，力有大有小，而方向更是其重要的属性。

朱熹诗云“为有源头活水来”，正是向下的重力成为了水的动力之源，驱使着它沿着正确的

方向流动，源源不断的清泉便能够填满方塘。 

在本科生科研期间，我被湍流的数学美所打动。其纵然拥有千变万化的形态、错综复杂

的结构，但大道至简、三生万物，归根到底不过是寥寥数行方程的演化结果。这种原动力驱

使我相信湍流问题的处理或许就蕴藏在最基本的规律之中。为了完成修复湍流场的目标，8

个月里我阅读了近两百篇文章，前后舍弃了 6 种方法。固然困难重重，但只要选对了方向，

用对了劲，就一定可以拨云见日、水到渠成。最终，我成功地把目标还原成了再简单不过的

线性优化问题，并将其圆满解决。 

人生的旅途虽更为复杂，每个人都仿佛是社会这个庞大动力系统中的一个个解。但探索

未知的渴望，甘为孺子牛的奉献，家国天下的情怀，这些都是我们人生宝贵的原动力。如果

能把握，并一直坚持这份向上向阳的初心、动力，让其成为我们科研之路、人生之旅的最佳

领航，那么我们命运的轨迹便不会陷入死局、停滞不前。 

共矜然诺心，各负纵横志，愿我们每个北大工学人心中的那半亩方塘都永远清澈、蓬勃！ 

 

 

 

 

 

 

 

 



吾道不孤，即刻出发 

讲述人：周宇珂 

大家好，我是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的周宇珂。常听人说，科研注定是孤独的，我不敢苟

同。因为至少在这个园子里并不缺少志同道合之人，缺少的也许只是即刻出发的勇毅。 

在我家里，有 53 本厚厚的笔记，记录着各种电路和锅炉数据，它们层层叠叠地摞在一

起，足有半个人高，这是外公几十年在能源系统辛勤耕耘的硕果。记得外公常对我说：“孩

子啊你知道吗，电跟我们喝的水、吃的粮食一样重要，马虎不得”。 

耳濡目染下，我一直对能源系统有着浓厚的兴趣，但由于疫情的种种不确定性，我在大

三的寒假才真正进了组，在宋洁老师的指导下研究能源中的优化问题。起初，跨专业的研究

领域使我力不从心，即使每天看六七个小时的文献，也仍有太多知识需要恶补，为此我常常

心神不宁，深夜里辗转反侧地想着：凸优化的理论基础我还没有掌握，机器学习的常见算法

还不够熟悉，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所幸，求学于北大的温暖之处恰恰在于“吾道不孤，凡有所志，必有相助”。一次组会

之后我向师兄说出了我的困扰，师兄不假思索地说“问题不大！”在看到我并没有因此得到

安慰后，他认真地补充道“做科研不要想着要准备到什么程度再开始，即刻出发，日拱一卒

也能行远”。我放下心理包袱，只管先学起来、先做下去，在力学打下的数理基础和老师、

师兄师姐的指导帮助下，我顺利完成毕业论文，并产出了自己一作的会议文章。向科研靠近

的这一小步，让我明白： 

接过祖辈父辈手里的接力棒，与师友同行，吾道不孤； 

抛却心中万般杂念和千斤包袱，即刻出发！科技报国之路，吾心已马不停蹄！ 

 

  



与祖国同频共振 

讲述人：王焱民 

大家好，我是工学院 18 级生物医学工程系的本科生王焱民。北大四年，我感受最深的

是,在这里我们时刻都与祖国同频共振。 

这张照片中的我们正集结在长安街东段等待着出发。在此之前，我们已经进行了持续几

个月的训练和彩排，常常是深夜 12 点头顶星辰出发，凌晨四五点迎着朝阳回来，但些许疲

惫的身躯里是那颗按捺不住兴奋跳跃的心。因为再有不到 1个小时，我们就要在天安门前为

祖国的七十华诞送上最嘹亮的青春祝福！昂周阔步走过天安门前的场景如今还历历在目，总

书记微笑着向我们挥手，当我们大声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时，北大学子对祖国清澈

而炙热的爱与这铮铮誓言在长安街久久回荡，队伍中的我，热泪盈眶。 

去年冬天，世界的目光再次聚焦北京。至今还记得冬残奥闭幕前的最后一天是中国轮椅

冰壶队与瑞典队争夺冠军之战，也是我们在冰立方场馆志愿服务的最后一晚。当中国队最终

锁定金牌时，整个赛场沸腾了。在即将结束冬奥志愿服务之际，能够亲眼见证五星红旗缓缓

在冰立方中升起，聆听场馆奏响《义勇军进行曲》的庄严旋律，这是对 50 多天以来的付出

与汗水最好的奖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一个民族只有寄望青春、

永葆青春，才能兴旺发达。”我们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理应与时代同心，与党和人民同行，与

祖国同频共振。 

  



在奉献中永葆热忱 

讲述人：刘映竹 

大家好，我是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的刘映竹。 

2017 年的夏令营，我与工学院初次结缘。当时占肖卫老师讲述的科研经历令我印象深

刻：“甘坐冷板凳，十年磨一剑”。北大工学人科技报国的热忱与笃行之志都让我心生向往。

何其有幸，2018 年的秋天，我终于带着行囊和憧憬走进心中的北大工学院。 

2019 年初，我将大学的第一个寒假交给了四川阆中大山深处的孩子们。6 天时间、4 个

乡镇、8 个贫困村、近 800 名调研对象。小小的我只是往前走了小小的一步，但我希望“教

育扶贫”的愿景能如灯塔般照亮西南山区孩子们的夜空。 

2020 年，前所未有的挑战迎面而来。这一次，我们不再是置身事外的观众，而是被强

行推入其中的主角。疫情防控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疫情期间，我的医生父亲在交通防控

点值守，从小到大我从未见过他如此忙碌。“未名博雅，家国天下”的信仰也在呼唤我，“刘

映竹，你该做点啥！”我自告奋勇和父亲并肩战斗，同心抗疫。记得元宵节当晚，我们在家

煮了 700 个汤圆、70 个荷包蛋，为坚守在各个防控点位的工作人员送上了一份热气腾腾的

团圆礼物。 

去年以来首都疫情反复，我先后请战担任校园疫苗接种志愿者、核酸检测志愿者、班

级防疫委员，将小我融入大我，在平凡岗位上依然保持热忱，笃行致远。 

作为北大工学人，今后我们更应该用奉献诠释责任担当，用行动践行强国有我！ 

 

 

 

 

 

 

 

 

 

 



寻找时代的支点 

讲述人：于永泉 

大家好，我是能源与资源工程系的于永泉。毕业后，我将以一名北大选调生的身份，奔

赴三晋大地，去实现自己扎根基层、回报家乡的理想。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没有选择继续深

造，我想，这源自于对乡土中国融入血脉的深情。 

我的家乡灵丘县，曾是黄土高坡上的国家级贫困县，群山环绕，道路崎岖，经济和教育

极度落后，但终于在 2019 年摘掉了“贫困”的帽子。这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和国家的政策

扶持，更离不开一位位坚守在基层的村干部。他们用为民服务的真心和踏实作为的行动书写

着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在十几年的求学生涯中，我持续收到来自政府、社会和个人的资助。在北大工学的四年，

是求知的四年。已识乾坤大，尤怜草木青。我坚信我们接受教育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摆脱贫

穷的家乡，而是为了我们的家乡摆脱贫穷。 

大三暑假我随支教团前往山西吕梁支教，看到这片土地在一代代人的努力耕耘下正焕发

新生，更坚定了我回到家乡的信念。后来我了解到选调生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扎根基层，将

个人理想和中国梦紧密结合。在榜样力量的激励下，我选择成为家乡的一名选调生。用实际

行动回报生我养我的地方，是我去实践家国情怀的轴线与支点!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新时代青年，“要乘新时代春风，在祖国的万里长空放飞青春梦想”。

青年人的使命担当、工学人的报国之梦在科技前沿，也在平凡的乡间田野。到党和人民最需

要的地方去，新征程上，我们将常怀赤子之心，不坠青云之志，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

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