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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节的意义，在于向所有女性表达敬意和感激，同时让社会的目光在这一天聚

焦在女性身上。在我眼中，新时代的女性应该是独立、自信、勇敢、坚韧和有爱心的。

我希望，女性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遇到的挫折与挑战，追求自己的人生价值和梦想，

关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为社会做出一份贡献。我们要相互支持、同舟共济，共同追

求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

—— ●方春华老师（数学学院）

坦诚来说，我对妇女节的认知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随着经历和知识的增长在不

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理解。儿时不觉得妇女节与自己有什么关系，知道了解了妇女节

的由来才认识到妇女节背后其实蕴含着社会对女性贡献的认可……从此我便对妇

女节多了一份敬意。如今我对妇女节的理解已经转变为这是一个向女性致敬、维护

女性在社会中平等地位的节日。祝：妇女节快乐！向每一个闪闪发光的女性致敬！

—— ●李钟洁（中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女性的眼睛既可以温柔地注视着痛苦，也可以锐利地俯瞰繁华。女性的双手

既可以烹饪出流转的美味，也可以指挥行进中的船，希望所有的女性不被定义！可

以做自己心目中的自己！

—— ●宋忻俞（外语学院朝鲜语专业）

我们学院给所有女生以及老师都送了花，我们还写了一百多张贺卡，和花一

起送出去。每一张贺卡都包含着我们的祝福，可能只是单独的一枝花一张简简单

单的贺卡，但是她们收到花时眼睛是亮晶晶的，藏不住快乐的，我觉得那大概就

是这次活动的意义了。

—— ●李兰昕（机械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妇女节从诞生以来，就是一个保护女性权益，倡导女性独立的节日，对于女

性的意义重大，可以提醒人们关注女性的社会权益。我们的活动响应了三月八

日国际劳动妇女节，物电本来就是一个女生相对少的学院，这次活动增强了所

有女生的节日体验感，让物电学院更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 ●廖子维（物电学院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

当学院跟我们说有这个活动的时候，我的心里是有些小小的惊讶的。我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许多男生都争先恐后上去表演，他们的歌唱都是对女

孩子们的祝福，他们的搞怪也给女孩子们带来了许多的欢乐。活动的反馈

都挺不错的，很多女孩子当晚就发了朋友圈，现场的朋友们都玩的很开心，

当得知活动有送花这个环节的时候，我更多的是感动了，因为或许有些女

孩子没有收到过花，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温暖。

—— ●谢涵（机械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

希望所有的女孩子，都可以清楚地知晓自己要什么，都可以不懈地

努力为之奋斗，女性独立则天地宽。除此之外，我希望所有的女孩是真

的快乐，希望大家都有勇气追逐自己所爱，要身体健康，要开心快乐！

—— ●谯子涵（外语学院英语师范专业）
（学生记者肖益兰蒋星焦彤彤宁雅楠收集整理）

“考研还是就业？”毕业季日趋渐近，2023届毕业
生们奔走忙碌于校园内外。面对人生转折点，该如何
抉择？“未来究竟去向何方”他们冥思苦想，得到的答
案不尽相同。

“我会选择考研，提高我的学历”“我更偏向于直接
就业，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这些不同的选择是每
个湖理学子对自己人生方向的独特把握。

“考不上怎么办？”这种担忧常常萦绕在思虑是否考
研的学子心间。坚持还是放弃，也是伴随着整个考研之
路的难题之一。

“就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而言，本科毕业可能无法找
到心仪的工作。”因此，信息学院2023届毕业生朱静想要通
过研究生的学习，不断提升自己，以达到更高的就业水平。
寝室、图书馆和食堂三点一线，这是朱静在整个备考期间的
日常。

图书馆五楼靠阳台门的大圆桌处，外语学院毕业生岑耀
强从去年暑假开始，就在这里准备去年下半年的研究生考
试，“我选择考研是为了提高学历，以便更好地就业。”今年 2
月下旬考研成绩公布。计划考取我校研究生的他，在初试中
取得了自己满意的成绩。

他回忆起在图书馆备考的时光，想起一件令自己感到遗憾
的事。去年9月份，那个和他共用一个置物柜的女孩，好像从那
时起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图书馆。等到考研结束去清书时，女孩
的书依旧摆在原位，“我猜想，她可能是放弃考研了。”备考后期，
他总能看到一批又一批考研人选择退出。

成绩公布当晚，朱静从图书馆回到寝室洗完澡后，就看见群
里的消息——“湖南省考研出分了”。她颤抖着双手点进网址查
询。在看到成绩的那一刻，她心中的巨石终于落下。

考研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是一场自己与自己的较量，同
样对于新闻学院19级毕业生吉嘉乐来说，留学是她从大一时种下
的梦想。“留学不仅满足了我喜欢到处游学历练和切身实地感受
多元文化的心愿。”并且，她认为在未来，企业也需要具备跨文化能
力和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

早早定下目标准备留学的她，一路走来也并非一帆风顺。从
大一大二在黑暗中提灯前行到临近毕业边工作边备考雅思，站在新起点上的她回
望过去，“我很感谢大一大二为未来努力做好铺垫的自己，就算迷茫但没有迷失方
向，在摸索中扎实稳定地向上走。”

“在经历大学四年后，我发现考研是一条路，但不是唯一一条。”选择考研还是就
业，外语学院张谦和千千万万毕业生一样，也曾经历过“黑屋子洗衣”的备战艰辛。
历经千帆而后回望过往，面对考研失利，张谦并未因此一蹶不振，反而更加明确自己
的就业目标。

“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没有想着一定要专业对口。我可以充分利用大学四年所
学的知识去积极尝试，而不是让专业限制了我的就业范围。”张谦谈及自己的就业观
时说到。在许多应届毕业生仍处于不想工作的情绪中，他却早已摆正心态准备每一
次笔试，珍惜每一个机会，在脚踏实地中实现了就业。

在这场就业竞争中，有的人从起点便开始奔跑，不放过一丝希望，法学院19级学
生杨毅密切关注校内外的招聘信息，一次次奔赴招聘现场；有的人抱着试一试的态
度，抓住机遇，一举成功。数学学院的陈馨灵便是其中之一。目前，她已获得株洲市
醴陵四中的教师编制。

说起这份经历，她感触颇多。由于此次校招只有面试环节，这令擅长应对面试的
陈馨灵松了一口气：“在面试的时候，我不会表露出自己的紧张，想到什么就大大方方
说出来，并且答得很快。”较强的临场发挥与表达能力，让她在面试者中名列前茅，成
功上岸。

“找一份工作并不难，但要找到一份自己喜欢并能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是难的，
重要的是要想清楚自己要什么。”陈馨灵结合自身经历谈起就业感受。

当前进道路上的一层层迷雾被拨开，毕业生们终将在初夏灿阳的照拂下，廓清前
往未来的航线，无论内心是无比坚定抑或迟疑不决，他们都将从崭新的人生起点上再
一次出发。 （学生记者谢佳叶红艳舒晨杰许佳莹）

1983年，国际消费者协会决议将每年的 3月
15日定为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次年12月26日，中
国消费者协会成立。自1991年起，中央广播电视
总台“3·15”晚会每年于 3月 15日现场直播，推动
法治建设、依法维权在阳光下被看见。

这场聚焦消费者的节日，不断审视着复杂的
消费环境，有人陷入偷工减料的漩涡之下，在等待
中对能否维权报以忧虑；有人在原地观望，于消费
的恶浪中选择容忍；有人被拿捏冲动购物心理，在
冷静后拿起手中的权利进行抗争。

作为大学生消费者，不断面对着消费的浪潮
拍打而来，我们或许不断地在提问：“‘3·15’之后
呢？”可窥见，“3·15”之后更有是 365日如细水长
流般涌动的消费浪潮，在这其中，湖理消费者有着
不同的经历与感受。

眼看着被清理出来的十多件印错对应号码的
球服，数学学院21级学生黄天问正蹲在菜鸟驿站
的货架旁满脸愁云地坦言道：“因为近期要进行篮
球比赛，球队重新订购球服。我事先已将每位球员
与对应号码列成了表格发给商家，但是商家却将其
中十几件球服的号码都弄错了。作为球队队长，出
现这样的状况，我没法向队员们交代。”

与此同时，因深知个人元素较重的球服，商家
无法进行二次销售，而作为消费者，可能面临的是
需要承担再次付费进行重新定制的风险，“当购买
到与预期不符的商品后，消费者应有及时维权的

意识，这理应是将问题快速处理的最佳途径。”数
不清的网购经历让黄天问积累下了这一经验，他
怀着忐忑的心态，决定尝试同线上客服进行协商
和处理。

“客服同意退换了！”同客服协调过后，客服的
回复让黄天问一扫脸上的阴霾，重新绽放出笑容。

“我当时拨打了 12315，通过当地有关服务人
员迅速介入，才最终让商家退回了全部金额。”法
学院 22 级研究生王冰洁长舒一口气，将被商家

“欺骗”，在不知情下购买某牌手机的“保障计划”
的处理方法娓娓道来。“12315”是消费者投诉举
报专线电话，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权益受损时，
通过拨通 12315 电话后，如实说出投诉的事实、
理由、投诉请求及个人相关信息，所在地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将会介入并调解，这是解决消费问题
的途径之一。

与此同时，消费者在对处理问题感到麻烦、提
供相关数据困难、侵害行为界定不清等因素的考
量下，部分消费者不愿用法律武器进行维权。“我
一般网购买衣服，部分有偏差性的购买评论，令我
有时不能买到满意的，但我嫌麻烦也没有选择退
款。”经管学院 21级的朱同学如是谈起自己网购
时的苦恼。

对此，信息学院19级李同学给出了自己的建
议，“我们在网购的时候可以选择官方的旗舰店，
对于没有接触过的产品可以了解一下相关测评或

者先买小样进行试用。以及，对于商品评论和推
销话术，我们要进行甄别而非尽信，确认消费需求
后，进行合理消费。”

校门口，一篮篮草莓排在车板上，放眼望去鲜
翠欲滴，被商家打着8元一篮诱人的优惠力度，吸
引着一大群湖理消费者。“哎呀可被坑惨了，草莓
表面全是好的，但是底部翻过来就发现全都烂掉
了。”机械学院李恒作为其受害的消费者之一，回
忆起这次购物经历，他懊恼不已，“等我回过神来，
商家早就跑掉了。”

在线下进行购物时，如何维护自己的消费权
益，作为消费者也应提高自身挑选商品的能力，如
在购物时会注意查看商品的生产日期等信息，保
证商品对自身使用的安全，在购买的源头上最大
程度限制被侵害的可能性。“‘3·15’不该只是一个
爆点、一个看点，‘3·15’之后，消费者更要擦亮双
眼，相关部门也应继续加强监管，督促整改。”新闻
学院22级何琛亮坦言。

购物的浪潮永不停歇，面对浪潮时，我们要有
敢于拿起武器去抵挡风浪下的“欺骗”的勇气，及
时处理，维护我们自身的切身利益，拥抱应属于我
们自己的那片海。

（学生记者王棨罗宁熙刘宸君杨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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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向心而生
——“三八”节里话女性

伴骄阳而出，与星光同行

“滴滴”一则讯息弹出——教育部语
用司联合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准备开展“推普助力
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指导老
师叶亚男收到消息后，立马将文件转发给队员，
团队瞬间热闹了起来，成员们各抒己见，畅所欲
言，讨论过后决定将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结合推普主题一同开展。

大方向确定之后，去哪里落实，成了推动计
划的一道难题。在得知团队因实践场地的缺失
而苦恼时，经管学院党委副书记刘思超便引荐临
湘市羊楼司镇副镇长王生云给予团队支持，最终
将羊楼司镇梧桐社区留守儿童之家确立为实践
地点。

五月底，微风一改往日的和煦，难免夹杂些
许燥热。午后两点，路上行人大多脚步匆匆，一
群“逆行者”在人群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些人
正是“七彩筑梦师”团队成员，他们带着电脑、笔
记本去往 8栋教学楼开会。教室墙上的挂壁时
钟闪烁不停，队员们围坐在一起，进行着紧张的
头脑风暴。

提出想法、彼此倾听，团队成员激情四溢地
讨论活动策划方案。根据留守儿童之家学生的
年龄层及辅导的不同需求，一方面，团队决定采
用“小课+大课”的课程模式，设计普通话闯关游
戏、科技小课堂等各种创意课程，寓教于乐，调动
学生们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成员们每天进行心
理辅导、课外活动以及兴趣拓展等方面的培训，
涉猎多重知识，提高自身能力，更好地为留守儿
童之家的孩子们提供帮助。

与此同时，每一门课程，队员们都要提前进
行课程预演，相互指出问题，共同商议解决。那
几日，火辣的太阳挡不住他们的努力的步伐，漫
天的星光为他们保驾护航。从天明到天黑，他们
乐在其中。

绘七彩筑梦，传温暖爱心

7月3日，“七彩筑梦师”团队一行人驱车前往
梧桐社区留守儿童之家，开启为期一周的“筑梦
行”。

马不停蹄，他们调查当地不同年龄层群众的

语言文字掌握和使用情况是
团队前期的首要任务。身着蓝

色马甲的团队成员们穿梭在人群
中耐心地向群众发放、讲解、收集约

500份问卷，在收集统计完调查结果后，团队
成员了解到临湘市羊楼司镇当地群众普遍存在
普通话使用频率不高、不标准等问题。在进一步
优化面向留守儿童的普通话课程内容的同时，团
队向当地社区及相关老师反映情况强调普通话
教育的重要性，并得到重视。

紧接着，满怀着紧张与期待的队员们抵达实
践地点。然而，这场“旅行”的开头便让他们犯了
难。住宿问题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他们面前，儿童
之家铺设的床板仅仅只有 1.5米长，对于志愿者
来说，是根本睡不下的。

但这并没有让成员们心生退意。他们随机
应变、灵活取材，找来泡沫板垫在寝室、教室地面，
打地铺就寝。坚硬的床板、蚊虫的侵扰，他们并无
怨言。“可能我们觉得很艰苦的条件，其实是别人
每一天都在经历的。”团队成员徐小凡坦言道。

解决了住宿问题，社会实践正式拉开序幕。
起初，对于“七彩筑梦师”志愿者们的到来，“儿童
之家”的孩子们大多表现出抵触的情绪，甚至是
独自躲在角落拒绝交流。

“有个孩子不愿意与我们沟通，他就用方言
说话。我们听不懂，就只能让别的小朋友帮忙翻
译。”抛开孩子拒绝沟通的问题，李文慧与同样深
知普通话重要性的成员们一道，将准备好的闯关
游戏结合课程教学一起传授给孩子们，循循善
诱、耐心指导，孩子们在耳濡目染中学普通话，说
通用语。

“他是被爷爷奶奶溺爱着长大的一个孩子，
瘦瘦小小的，很是调皮。他经常会站在课桌上大
喊大叫，以此来吸引注意力。午休的时候，也总
吵着不睡觉，为了不打扰别的小朋友，我就会带
他去外面转一转。”刘永琪回忆起令他印象最深
刻的孩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面对这些缺少沟通陪伴的小孩，团队志愿者
始终按照“了解、融入、疏导、跟踪、拓展”心理帮扶
五步走的模式，将之贯穿于志愿活动全过程。经
过一段时间的陪伴，令刘永琪感到惊喜的是，那个

“停不下来”的小孩居然也开始好好睡午觉了。
“七彩筑梦师”团队以真心对待儿童之家的

孩子们，用温暖治愈心灵。孩子们从不爱讲话、
性格孤僻到愿意抛出橄榄枝、热情活泼；从不主

动写作业到争先写完给志愿者检查……这些改
变化为孩子们爱的反馈，在这场“双向奔赴”中，
志愿之行结出累累硕果。

守初心韶华，续光芒力量

为期一周的实践活动在志愿者忙碌的背影
与孩子们的笑声中渐入尾声。7月8日，一场筹
备已久的文艺汇演在儿童之家上演。

当天中午，趁着孩子们午休的间隙，“七彩
筑梦师”团队成员开始紧锣密鼓地布置场地。
下午三点，以“大手拉小手，七彩伴我走”为主
题的社会实践成果展暨文艺汇演在阵阵掌声
中拉开序幕。

根据留守儿童真实案例改编的防校园暴
力话剧、《孤勇者》合唱、《少年中国说》集体朗
诵、《左手右手》手势舞……“七彩筑梦师”队员
们带领留守儿童唱出童真，舞出精彩。

演出落幕，挥手告别之际，“七彩筑梦师”
团队的“三下乡”社会实践同样也画上了句
号。“准备离开的时候，有个小男孩写了一封很
长的信送给我们，不会写的字他就用拼音代
替，密密麻麻，信里面提到了我们每个人和对
我们的不舍。”李文慧翻开相册中留存的照片，
眼里闪烁着几分动容。

“我以后一定一定会变得很好。”其中一个
表现得很好却不被父亲肯定的孩子给志愿者们
发来了这样一条语音。离开之后的日子里，志
愿者们仍然会时常收到孩子们的消息。距离遥
远，但爱与陪伴不会因距离的遥远而消散。“七
彩筑梦师”团队成员守着初心，行稳致远。

“当初我选择加入社会实践部是被那群学
长学姐们所吸引，感觉他们是发着光的，也有
被他们身上的精神感染到，所以我就想追随他
们的脚步。”刘雨妍笑着说起加入团队的初
衷。一群“发着光”的人，一个共同的梦想，一
代代传承。

“内心丰盈者独行也如众。”“独行”成长的
孩子们，也能拥有“如众”的幸福。这是刘永琪
所坚信的，也是他对留守儿童的祝愿。

“他们一直都是我的骄傲。”正如叶亚男老
师所言，七彩筑梦师”团队成员不惧岁月所长，
在日复一日的志愿帮扶中，心有所信，有所行
远，以初心韶华，续青春力量。

（学生记者/叶红艳王棨黄文静欧美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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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30日，一封特殊的来信递交到
了学校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委组织的“七彩筑梦
师”志愿者团队的手里，信中教育部语言文字应
用管理司、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对“七彩筑梦
师”在2022年暑期开展的“推普助力乡村振兴”
志愿活动予以表扬。

“收到这封表扬信时，大家都非常兴奋。”团
队成员刘永琪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激动之情溢
于言表。

“七彩筑梦师”团队成立于2014年5月，目前
挂靠于经济与管理学院，是一支致力于岳阳市
留守儿童爱心帮扶与乡村教育发
展的实践团队。团队始终
秉持着“情系留守儿
童，七彩关爱随行”
的宗旨，九年来始
终奔走在志愿帮
扶的路上，用爱
与温暖照亮孩
子们的童年。

不止“3·15”，更在“365”：
定格购物浪潮下的湖理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