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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领 导 看 望 我 校 大 学 生 暑 期
“ 三 下 乡 ”社 会 实 践 团 队

“科技改变生活，

创新创造未来，只要

心中怀有梦想，我相

信，下一个奇迹就是

我们。”这位正激昂演

讲的少年眉宇间总是

溢出满满的自信，看

似普通的他，背后却

有着无数的闪光点。

他就是我校13级土木

与建筑工程学院毕业

生李家坡。

大学四年，他曾积极参加勤工俭学活动锻炼能

力，曾为了学业在自习室埋头苦读，为了研究项目在

实验室潜心努力。他收获了无数嘉奖，曾在科研项目

上取得佳绩，也曾在各种赛场上大放异彩。

他是中国文学联合协会会员，是江西省青联委

员，也是第八届中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的学生代

表。他用自己的努力在青春的路上砥砺前行，不断超

越自我，造就了一场华丽的青春梦，为自己的大学生

活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点燃科技创新的火焰

李家坡在校期间曾任结构与设计协会会长、校科

协科技应用部部长、创新创业园工程检测与结构设计

研究室负责人等职。在校第十四届“挑战杯”课外学

术作品竞赛中获二等奖两项，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

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江西赛区中获得特等奖、二

等奖各一项,。

他 将 自 己 的 大 学 生 活 简 单 归 纳 为“ 四 点 一

线”——每天穿梭于寝室、图书馆、实验室、教室之间，

连周末亦不例外。

他对科技创新的满腔热爱究竟从何而来？

李家坡出生于农村，父母都是工人，他从小就对

工程和创新方面有着特殊的爱好。2013年，因高考失

意，携着一份热情与不甘的他来到了南昌工程学院。

“新的起点，没有人知道你的过往，所有人的青春都可

以重新起跑。”他曾这般激励自己，开始踏上了新的征

程。

大一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家坡了解到，土建院

的刘凯老师打算带领学生做科研项目。这个消息如

一团烈火，顿时将李家坡的内心点燃。他主动出击，

向老师表明了自己想参与项目的强烈渴望。最终他

如愿以偿进入了钢结构研究所，开始协助老师完成各

种钢结构项目的设计，从此踏上了科技创新的道路，

一条竭尽全力为之奋斗的道路。

2014年7月,李家坡接手了他负责的第一个项目

——“混泥土裂缝无人鉴定仪的研发”。简而言之就

是使按照设定路径行驶的智能小汽车自动发现行路

面上的裂缝。在一次桥梁裂缝检测中，为进一步方便

地检测建筑裂缝，同时也为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李

家坡脑海中萌发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利用刚兴起

的无人机进行检测。

经过老师和团队成员的深思熟虑，他们决定以这

个想法为基础申报学校第十四届“挑战杯”课外学术

作品竞赛项目，即“基于无人机的裂缝险情检测系

统”。

此次“挑战杯”项目研究耗时一年多，回想起那段

忙碌而充实的时光，李家坡淡淡地笑了笑:”那时候，我

们都是早出晚归将近11点才回宿舍，有时候需要加班

加点我们就在实验室休息甚至通宵。现在想起来还

很是怀念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第十四届“挑战杯”上，

李家坡团队的项目得到了评委们的高度好评，“基于

无人机的裂缝险情检测”项目也终于获得了全国大学

生课外学术作品竞赛江西赛区特等奖。

前进的脚步永远也不会停歇，2016年8月，李家坡

带领他的团队踏上新的征途，斩获2016年“创青春全

国大学生创业大赛第十届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银

奖，再一次为学校刷新了挑战杯的获奖记录。

没有一举拿下金奖虽留下些许遗憾，但他们却收

获了另一份更加难忘的记忆——“小挑”赛场上最热

烈的掌声。当他们站在台上答辩时，全场掌声雷动，

评委们更是给予了一致好评。

相比“大挑”获奖的不易，“小挑”似乎顺利许多。

三年的学习经验和大量商业书籍的阅读为李家坡带

领“小挑”团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丰富的参赛经历也

令他在赛场上游刃有余。

“大挑”与“小挑”的成功为李家坡的大学生涯添

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于他和他的团队，甚至是学校，

皆意义非凡。

青春路上的别样风采

多姿多彩的花样年华，如果只能用一种画笔勾勒

青春，未免有些单调。除了参与科技创新的工作，李

家坡也有自己的爱好，音乐、跑步、阅读、写作都是他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作为一个典型的理工男，李家坡对文学却有着莫

名的执着。刚进入大学，他就给自己定下了四年阅读

完三百本课外书籍的目标，“从小我特别喜欢看课外

书，中学时看历史、文学多点，大学就比较关注社会方

面的书籍，看政治经济、人物传记、互联网方面的多

点。”同时他还热爱写作，“平时会写一些东西，投投

稿，用文字回顾和反思，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李家坡钟爱诗词，中学时他就经常用文言文写

作，对诗词的热爱也伴他至今。大学时他曾在古诗词

团体大赛中，他们拿到了团体赛第

一名，也荣幸地接受了江西教育台

记者的采访。他依然能清晰地回

忆起当初的场景：“我与班级另外

四位同学组队参加，大家一起策

划、分工、查资料、练题、背诵、模拟

竞答，每天早晨六点半便赶到读书

室背诵古诗词。在决赛答辩时我

们没有答错任何一道题，拿到这样

的成绩还是挺满意的。”这次经历

对李家坡来说弥足珍贵，挑战、执

着、努力，这大概就是青春的味道。

做一个特立独行的有心人

或许是怀揣着一份对生活的

热衷，李家坡在大学四年

里始终保持着一些特别的

习惯：“走在路上，或是在

食堂吃饭，又或是在操场

跑步，只要在校园中遇到

了看似有趣的人，我便会

主动上去与其聊天，聊得

来的话还会留下联系方

式。”

这种特殊的交友方式

定让许多人感到诧异，但

在李家坡看来却很有意

义：“一般我想交的朋友我

都会主动出击，每个人的

性格不同，和不同的人打

交道很有意思。”

带着这份好奇心，李

家坡结识到了许多朋友，

他们大多都有自己独特的

思想、爱好或性格。他视

这些有趣的好友为成长之

路上一份难得的财富。至

今，他还会与许多“在路边结识的朋友”保持着密切的

联系。

生活中的李家坡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他常常给

自己准备三个便签：记录工作学习中的通知、做好一

天的计划安排、时刻记录自己心中所想，某个好的想

法或是优美的词句都会被他收纳在册。

此外，他还将自己要做的事情按重要程度大致分

成了四类——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紧急不重要、不

重要也不紧急，然后再依次将其完成。在李家坡看

来，计划的落实也很重要，“一般我都会按计划行事，

但难免会有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有些事可以随情

况的改变而改变，但有些事最好不要。”

现在，李家坡已经毕业，大学生活的结束只是他

科技创新之路上的起点。他寄语母校的学弟学妹们：

“无论走到哪里，希望你们都要对生活充满激情，不要

忘记他人的帮助，不能丢失对生命的感动。多看书，

多锻炼，学会与不同的人相处，尝试并坚持喜欢的事

情，在青春中寻觅并抓住属于自己的成长和机会。”

（学生记者 何仁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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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网络信贷的推广和普及，大

学校园成为网络信贷不容小觑的市场，网络

信贷渐渐成为大学生们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

流行方式.支付宝蚂蚁花呗、蚂蚁借呗，京东白

条等便是时下流行的网络借贷方式。校园网

贷是针对大学生群体，提供分期购物、贷款等

服务的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由于平台监管

审核的漏洞,同时，市场进入门槛低、监管不严

格，导致不同经营资质的校园金融平台泛滥，

呈现无序疯长、广告泛滥的势头，加上大学生

心理不够成熟，成为身陷贷款“高危人群”。

“校园贷无处不在，没有学生没听说过。”

我校学生接受采访时说。他说，这些校园贷

一般都

是通过

网络平

台进行

放 款 ，

但前期的宣传、推广大多是发展学生兼职在

学校里搞的。

学生贷款都有各自的目的，有的想要创

业，通过投资获得收益；有的想要改变消费方

式，先消费后支付。然则，大学生作为没有稳

定经济来源的消费群体，贷款存在着一定风

险。部分大学生心智和想法尚未成熟，容易陷

入高额贷款无力偿还的痛苦境地，甚至掉进高

利贷还债的漩涡。网上报道了多起学生因网

络信贷引发的纠纷，有的因为贷款金额过大，

自己又无力偿还，整日诚惶诚恐、躲避逼债，最

终休学、退学。

大学生网络信贷背后的危机远不止于

此。由于网络信贷相关法律尚未完善，网络

借贷平台还存在诸多漏洞，校园借贷平台也

鱼龙混杂，有些不法分子趁虚而入，对大学生

进行网络诈骗。我校保卫处副处长说：“据不

完全统计，在一百万的大学生中就有五万陷

入网络信贷骗局。我校虽低于这个比率，但

校园中网络信贷诈骗的现象屡屡发生，应该

引起我们的重视。”而就在今年的3月19日，

我校一名学生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淘宝商家打

来的电话，声称前几天该同学在网上购买的

一个黑灰色的单肩包出现了严重的质量问

题，需要收回返厂，贷款退回，要求该学生按

照他的步骤操作支付宝和微信，最后被骗申

请了 5500 元的贷款。这便是时下频发的先

贷款后诈骗的网络信贷诈骗骗局。而国家法

律尚未完善，网络诈骗打击难，案件破案率极

低，所骗金额几乎难以追回。

我校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安全意识，也不

断开展了许多安全教育活动，如安全板报、网

络安全主题班会、网络信贷安全教育漫展、新

生入学的安全教育宣传片、网络信贷警示宣

传片等。校保卫处提醒同学们：学生通过校

园贷进行贷款，却并未考虑到其高额的利息

长期积累数字惊人，对于没有自治能力又控

制不了自己消费欲望的学生来说，这种贷款

就是一种灾难。遇到经济困难，首先和家

人、班主任反映，不要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利

益越大，风险便越大；理性消费、健康消费，

同时提高自己的防骗意识，方可远离网络信

贷陷阱。

（学生记者 熊娇丽）

校 园 网 络 借 贷 要 慎 用

焦点话题

本报讯 6月30日，校党委副书记张

立青在校团委、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相关

负责人的陪同下，赴瑞昌市赛湖农场二分

场螺丝港农业科技示范园看望慰问我校

正在当地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

动的师生，瑞昌市副市长张全市陪同

调研。

此次机械与电气工程学院社会实践

团以“科技兴农、信息助力、精准扶贫”为

主题，当天实践团正在园内江西万禾龙象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参观、调研。张立青一

行与社会实践团的师生、万禾龙象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负责人举行了座谈会。张立

青详细询问了实践团在瑞昌市赛湖农场

开展“互联网+农业”宣讲、科技帮扶现代

农业、农户精准帮扶等社会热点、焦点问

题的实施情况。张立青在听完团队的汇

报后充分肯定了实践团此次“三下乡”活

动的意义和成效。他指出，暑期社会实践

是当代大学生走近农村、服务农村、将自

身所学专业知识回报社会的良好方式，实

践团要做好学校和地方之间的桥梁和纽

带，充分利用学校专业特色和优势资源服

务地方，实现双方合作互利共赢。他勉励

同学们做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优秀大学

生，勇于用掌握的科学技术为百姓解忧，

为社会作贡献。

张全市对我校领导、师生的到来表示

热烈欢迎。他表示，希望以后能够加强与

南昌工程学院的交流，希望我校加强对地

方的技术支持，将更多新技术应用到社

会中。

座谈会后，张立青和大家一起观看了

此次实践团科技兴农的代表机器（机械与

电气工程学院师生研发的水果定量分装

机）的演示过程，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校团委）

“一口普通话，一张铁嘴巴，一手好稿子”是学好演

说的必备条件。在演说之家这个舞台里，任何人只要

有一颗热爱演讲的心，有一个突破自我的梦想，就可以

成为这些有志青年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成长。

我校演说之家社团由13级给排水科学与工程专

业的廖小龙和江小罗两位同学创立。谈起创立缘起，

廖小龙笑着说：“还记得我第一次演讲特别特别紧张，

满脸通红说不出话，下台后通过朋友拍的照片，发现自

己的头是歪的，还驼着背，整个身体不协调，时不时吐

舌头。可能正是这样的经历激将了我，让我下定决心

改变自己。”出于对演讲的热爱，他和一起打拼的“战

友”江小罗一起在暑期进行了演讲专业知识的学习。

他们决定成立一个社团，搭建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帮

助那些像他们一样爱好演讲、勇于自我突破的人。

在第一次纳新中，廖小龙和江小罗对开展宣传一

窍不通，只能摸索着自己设计海报，找朋友设计LO-

GO，去新生的班级进行纳新宣传。虽然只有两个人，

工作特别繁忙，但看见一个个对演说有着浓厚兴趣的

同学不断加入，他们忘记了疲惫。演说之家的队伍不

断壮大，这个新生的社团让他们看见了旺盛的生命力，

他们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一开始，作为独立社团，没有固有的学习场地，就

在机电楼的走廊里演说。南昌的冬天风很大，走廊的

门一次次地被吹开，寒意刺骨，都是男生站在门边顶住

被风吹开的大门。凭借在培训机构学习到的方法，再

结合具体情况，他们研究出一套提高演说能力的方法，

成员们的演说越来越专业。受到演说类励志节目启

发，他们决定举办“超级演说家”励志演讲类比赛，这个

比赛随即在校园掀起了一股演说风暴。如今，“超级演

说家”演说大赛已经举行三届，小演说家们的水平一届

比一届高，比赛看点也越来越多，竞争非常激烈，比赛

也让成员们学习到了演说中更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谈及演讲成功的关键因素，15级国际商务英语1

班的潘婷婷和15级电气4班的何明伟一致认为舞台经

验最为关键，理想终归要落于行动，无论学习了多少独

特的演说技巧，写出了多么无与

伦比的稿子，上台把它说出来才

是最重要的。不上台的人，永远

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不足，胆量、

临场应变的能力等只有在台上才

能得到真正的提升。只有不断地

积累舞台经验，千锤百炼才能做

到收放自如。

演说之家社团成立至今已近

三年，这是一个和谐友爱、互帮互

助的大家庭，通过演说这座桥交

流思想、分享经历和故事。从最

初的羞涩，上台进行自我介绍就

会紧张脸红、全身发抖、不知所

云，到如今在限定主题的话题讨

论和即兴演讲中胸有成竹，他们

在彼此见证下，一次又一次地战

胜了自己。

台上台下，演说之家在追梦

路上大步向前。他们用演说点染

青春，用眼神无声呐喊。我们期

待演说之家有一个更好的明天。

（学生记者 钟文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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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大学生荣获2017年全国院校
关 务 技 能 大 赛 二 等 奖

本报讯 由中国报关协会主办，全

国报关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承办的

2017年全国院校关务技能大赛于2017年

6月28日－29日在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

院举行。来自全国51所本科及高职院校

的153名选手参加了比赛。

本次竞赛方式为团体赛，要求各参赛

团队的三位选手承担不同角色，并各自在

规定时间内完成进出口商品归类、进出口

报关单证处理和综合关务操作。比赛中，

我校经济与贸易学院2014级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朱锦程、田毛女和高家伟三位选

手，在国际贸易教研室饶华和刘义杰两位

老师的指导下沉着应对、冷静思考、奋力

拼搏，最终获得全国团体二等奖的好成

绩。

（经济贸易学院）

我校第四届“大禹”研究生论坛圆满落幕
本报讯 为加强研究生学术交流，活

跃校园学术氛围，提供科技创新展示平

台，研究生处举办了第四届“大禹”研究生

论坛。今年的“大禹”论坛以笃信科学、追

求真知、严谨务实、锐意创新为主题，开展

了研究生学习经验交流会、研究生主题辩

论赛、科技创新成果展示评审等三个板块

的活动。

5月23日晚，第四届“大禹”研究生论

坛之学习经验交流会在逸夫实验楼A302

举行。交流会上，获得国家和省政府奖学

金的优秀学生代表以及国内外优秀实习

学生代表依次发言，分别讲解在学习和实

习过程的体会和感悟。应邀出席的嘉宾

们也对同学们在学习和实践中如何提高

自己提出了建议。

6月14日下午，第四届“大禹”研究生

论坛之辩论赛决赛在大学生活动中心

B100 举行。刘勇、陈宝生、吴宗俊、吕顺

华组成的正方代表队和张晓炜、张俊、周

友峰、周娟组成的反方代表队围绕“工程

伦理促进了工程技术的发展还是限制了

工程技术的发展”展开了辩论。最终，反

方代表队以清晰的论点、扎实的论证、敏

捷的临场应变和良好的团队配合赢得比

赛的胜利，正方二辩以沉着冷静的台风、

缜密的思维赢得了“最佳辩手”称号。

6月20日下午，第四届“大禹”研究生

论坛之创新成果展在大学生活动中心

B100举行。经过各学院初选，共有10名

来自15级、16级的研究生进入决赛，他们

以PPT讲解为主要形式作了精彩展示报

告。评委现场提问指导，论坛现场气氛十

分热烈。最后经过专家评审，2016 级研

究生谢智锋以一篇 EI 论文的精彩演讲

Local-learning and reverse-learning firefly

algorithm 赢得桂冠，2015 级研究生雷学

明、邹鹏君分别获得二等奖，2016级研究

生唐嘉婕、王赫、吴雪艳分别获得三等奖，

程坤等4名同学获得优胜奖。

据悉，“大禹”论坛是我校研究生处的

一项传统品牌学生活动，每年都会定期举

办。今年的活动从5月20日正式启动，持

续一个月时间，于6月20日圆满落幕。

（研究生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