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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旭芝、程正雨、韩昊庆、彩雯

扎根乡村的青春

2020 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

收官之年，清华园里也有这样一群在乡村振兴工作站里努力

贡献力量的青年师生。本刊与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联合推出

系列人物特写，记录他们站稳人民立场、投身强国伟业的使

命与担当。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是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深入学习与贯彻，是对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

兴战略”，实现“生态宜居”的农村现代化要求的呼应。工

作站通过与地方政府共建实体工作站点，结合地方发展需求，

依托清华大学专业团队，为基层乡村振兴相关工作提供规划

设计、策划运营、科技服务等支持，构建综合服务体系，打

造校地合作的乡村振兴样板，为乡村实践打开新的局面，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杨沁丰：因实践倍感充实，用青春浇灌沃土

杨沁丰，建筑学院大三本科生。大学两年半的时

间里，他一共参加了五次乡村振兴工作站实践。丰富

的经历让他倍感充实，更坚定了自己用青春浇灌祖国

沃土的信念。

缘起偶然，深耕专业

参加乡村振兴，其实是一次偶然。大一上学期刚

刚入学，他偶然参加了院系的寒假实践动员会。在获

得家长的支持后，杨沁丰报名参加了海口美兰支队，

从此与乡村振兴结下了不解之缘。前几次乡村振兴的

实践主题和他的专业——建筑密切相关，支队成员大

部分精力都投入到工作站的设计上面。刚刚接触建筑

的他，跟随学长学姐们进行调研、策划、设计，过程

之中受益良多。尤其是大一暑假，在盐津支队与设计

单位的对接工作让他记忆深刻。杨沁丰通过实践，第

一次走出象牙塔，接触到更真实、更贴近社会的专业

实况。对于造价、构造、施工工艺的探究和考量，是

他在学校课堂中很难了解、经历的，可以说，乡村振

兴实践成了他的第二专业课堂。

 

领导团队，开阔视野

随着乡村振兴实践的进行，各个支队的工作重心

也从工作站设计，转移到工作站运行上来。盐津支队

虽然至今尚未建成工作站，但是已经在乡村振兴模式

的探索上做出了不少尝试。杨沁丰也从之前参与实践

的支队员，成为了带领团队的支队长。身份和实践内

杨沁丰在实践地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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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转变，让他走出了专业的舒适区，

接触到了专业之外的方方面面。在他

的统筹下，支队成员设计文创、策划

行程、调研产业、拍摄视频，将各个

专业同学的特长充分发挥出来，把所

知所学投入到乡村振兴的切实行动之

中。作为支队长，杨沁丰还要与每个

专业的同学沟通交流，这也极大地开

阔了他的视野，让他不断提升自己的

领导力、亲和力、工作力，从而加强

支队的整体建设。

深受触动，光荣入党

也正是在盐津的两个冬夏，杨

沁丰与当地的基层党员同志深入接

触，看到他们不辞辛劳地奔波在脱

贫攻坚第一线，坚持践行“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他也

因此深受触动。2019 年，杨沁丰向

党组织提交了发展申请。经过培养和考核，他成为

了一名共产党员。他说：“我希望自己能像盐津基

层党员同志一样，不辞辛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乡村振兴工作站的实践，让杨沁丰更加坚定了自

己服务社会、奉献自我的信念。而奉献和付出，也让

他切切实实感到快乐和充实。杨沁丰表示，他会继续

走下去，身体力行，将青春和汗水，挥洒在祖国广袤

的土地上。

韩昊庆：服务乡村振兴，读懂人与生活

韩昊庆出生在齐鲁，成长于岭南，等来到北京读

书，又领略了大都市的风采。从鲁东南的平原农村，

到东莞的工厂鳞栉，再到北京的宏伟壮观，他由衷为

国家丰富的社会生态所惊叹。

自进入清华大学建筑系学习以来，每逢假期，他都

会尽可能地进行社会实践。在这些实践中，他逐渐对三

农、新工人等社会问题产生兴趣。从河北正定的田间地

头到广东东莞的服装车间，他对当代中国有了初步的认

识，更坚定了扎根中国大地，调研国情民情的求知方向。

为此，他在完成建筑学硕士的学业后，转而投入全新的

领域，成为了一名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在 2018 年秋天，他被一种全新的实践育人模

式——乡村振兴工作站吸引，与众多志同道合的师生

一起投身到这项初具雏形但大有可为的事业之中。他

一方面学习社会学理论知识，另一方面担任“双肩挑”

辅导员，同时还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乡村振兴工作站

的模式完善与实际服务之中。他先后担任工作站办公

室分管宣策、运营工作的副主任，并主动承担起闽清

工作站校方站长的角色，带领团队完成乡村振兴工作

站年会 / 论坛、十余个工作站站点选址与建设、数十

杨沁丰带领实践支队做出的设计作品

杨沁丰参加乡村振兴工作站云南盐津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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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实践团队的策划与指导等工作。

几乎每个寒暑假，他都是在走访站点、服务支队

中度过。最忙的时候，十天内连续走访位于天南地北

的六个站点，每天休息不足六个小时，只为帮助团队

与地方顺畅沟通并高效推进。在长期的服务中，他既

保障了工作站的顺畅运行与不断成长，又大大丰富了

自己的阅历。在与众多基层干部、公益团队、清华师

生的交流中，他逐渐明白了工作站对于自身成长的意

义，明白了服务乡村对于青年价值实现的意义，更明

白了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国家与民族的意义。

在本科毕业去往西藏支教前，一位老师告诉韩昊

庆“要懂建筑，就要先懂生活，先懂人”。经过数年

数十个乡村的跋涉与探访，韩昊庆明白了，对青年而

言，去“了解人”“了解生活”是多么重要的锻炼，

又会留下多么宝贵的积淀，于建筑学如此，于中国一

切事物都是如此。

韩昊庆与队员们沟通交流 韩昊庆与队员们合影

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站团队凝聚了一批有理想与情怀的青年，吸引来自 54 所大专院校、50 余

个专业的 800 余名师生共同实践，在全国各地开展了一系列服务工作。目前工作站已与全国 15 个地

市区县签订协议，累计组织 69 支实践支队，前往 18 省 27 个区县开展公益服务，取得积极的社会反响，

多次被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报道。

自项目实施以来，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积极筹措各方资源，支持乡村振兴主题实践。目前已获得

来自碧桂园集团、广东省国强公益基金会、万科集团北方区域公司、凯达环球建筑设计咨询（北京）

有限公司、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南建筑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中科院建筑设计研究院

有限公司、启迪设计集团、北京清城同衡智慧园高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机构的捐赠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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