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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元方调研我校发展情况 

11月10日，绵阳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元方

调研我校教育发展情况。绵阳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张学民，副市长蒋丽英，市政府秘书长

谭岗参加调研。 

元方参观了综合项目实验室和图书馆，深

入了解学院教学、管理和发展情况，希望学院

在当前良好发展基础上，扎根绵阳发展壮大，

加强学科建设，提升办学水平，努力建成特色

更鲜明、优势更突出、品牌更响亮的应用型大

学。 

调研中元方强调，高等教育发展质量是城

市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高校要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建设

高素质教师队伍，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各相关部门要坚持扶优扶强扶重，积极为高校

发展创造良好环境、提供贴心服务，合力推动

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全面提升我市高等教育

竞争力和综合实力，为中国科技城和西部现代

化强市建设提供更加坚实的人才保障。 

（绵阳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刘鑫） 

11月19日上午10：00，我校德阳校区运动场人声鼎沸，彩旗飘扬，处

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我校德阳校区启用仪式在此举行。 

德阳市市委教育工委委员、市教育局副局长王泽源，罗江区区委副书

记、区总工会主席何学军，罗江区区委常委欧雪松，罗江区副区长周红英

等领导，来自省内外高校的领导和代表，来自成都、南充、宜宾、邛崃等

省内各地30多所中学的领导和老师，以及设计、施工单位的代表应邀出席

启用仪式。我校董事长、校长蒲果泉，党委副书记周敏，常务副校长黄纯

国，副校长徐天春、张之明，党委副书记管勇，副校长钟成、袁勋、姚一

永、黄庆出席仪式，与在场的师生们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共同见证我校

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辉煌时刻。副校长孟虹主持启用仪式。 

在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声中，仪式正式开始。 

仪式上，蒲果泉首先代表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董事会和党政领导班

子、代表全校两万四千名师生员工，向出席今天仪式的各位来宾致以最热

烈的欢迎！向这几年来一直艰苦奋战在新校区建设的广大干部、工人和技

术人员致以最深切的问候！同时，向关心和支持我校建设的德阳市和罗江

区各级党政机关以及广大干部群众致以最真挚的感谢！随后，他回顾了新

校区从建设到启用的三年建设历程和基本情况。他指出，随着德阳校区的

投入使用，我校成为全省唯一一所在成德绵三地同时办学的高校。未来，

我们将以成德绵三地产业布局和经济发展态势为导向，结合我校专业集群

发展需求，对各个校区进行功能调整和专业布局。他希望大家牢记大学使

命，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落实全国教

育大会精神和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

向毫不动摇，坚持规范办学、依法治校毫不动摇，坚持“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毫不动摇，坚持“以本为本”、推动“四个回归”毫不动摇，继续致

力于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止！ 

我校办学十多年来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特别是为我校输

送了一大批优质生源的各地中学。为表达我校的感激之情和对未来深化合

作的期许，学校领导为各友好中学授予了“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生源基

地”牌匾。随后，友好中学代表、南充高级中学涂刚校长发表讲话。他提

出希望与我校继续携手同行、相互支持、共同进步，并衷心祝愿我校早日

实现“双一流”大学的目标。 

何学军发表讲话。他表示学校的建成将会极大地推动罗江教育产业发

展和经济的增长。罗江区政府会一直支持学校建设，推动人才落成，并希

望进一步与学校加强交流，共同办成一所让人民满意的大学。 

紧接着，蒲果泉、王泽源、何学军等领导共同为“西南财经大学天府

学院德阳校区”揭幕，他们将手放在水晶球上，与会场上的师生们共同见

证了我校扬帆起航、再攀新峰的历史性时刻！彩烟升起，礼花绽放，现场

成了欢呼的海洋。 

随后，军训的新生们带来了团体操表演——《金色童年》，他们铿锵

有力，步伐整齐划一；跆拳道队带来的《功夫少年》，激情洋溢，充满武

术魅力；校健美操队的《舞动青春》节奏明快，活力四射，给寒冷的冬天

带来了阵阵暖意。 

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孟虹宣布：“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德阳校

区启用仪式”圆满闭幕。 

（校新闻宣传中心：颜心如、罗婷） 

我校举行德阳校区启用仪式 



 

 

 

我校赴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交流访问 

 

10月18日，我校副校长张之明、会计学院执行院长陈真

子、会计研究所副所长许静等一行四人赴华南理工大学广州

学院就应用型人才培养以及IACBE国际认证等方面进行考察

和交流。访问期间，我校人员受到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领

导的热情接待。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副校长林颖、管理学

院院长刘志超、管理学院副院长刘飞燕、会计系副主任徐细

珍等与我校到访人员进行了座谈。 

林颖首先对我校一行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介绍出席嘉宾

并观看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学院（以下简称广院）建校十周年

宣传视频。广院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和国际认证工作。2018

年7月，广院四个认证专业全部成功通过IACBE评审，是中国

第一所获得IACBE国际认证的大学。徐细珍介绍了管理学院

会计学专业通过IACBE国际商科认证的环节。刘飞燕就管理学

院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专业发展和课程改革以及全面推

进IACBE国际认证工作等方面与我校到访人员进行了深入交

流。 

会议最后，我校一行在广院领导的陪同下参观了管理学

院经管实验中心，并观光了校园。此外，刘飞燕还将模拟沙

盘、会计实训等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将

课程体系结构与能力培养模式、实践课程体系教学评价模式

相结合形成“双赢”，以及创新的教育体系进行了介绍。 

此次访问不仅加强了两校之间的了解与交流，更对我校

会计学院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实验室建设、国际认证等方

面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会计学院） 

11月1日至4日，我校教务处处长王东

晖及教务处副处长江涛受邀参加了在浙江

工业大学举行的新形势下加强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研讨会，全国200余

所高校的近400位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2018年8月，教育部下发《关于狠抓新

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

落实的通知》，明确指出要严格本科教育

教学过程管理，切实加强大学生毕业论文

过程管理，通过合理提高学业的挑战度、

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提高课程

教学质量。作为教学过程管理的重要一

环，大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和大学

生课程作业管理成为本次研讨会的重要议

题。  

会上中国科学院大学苏湛副教授 、中    

                 
国科学院学部科学规范与伦理研究支撑中

心副研究员黄小茹博士、兰州理务处韩建

平处长、南昌大学教务处肖教燎副处长、

云南大学教务处蒋顺德主任  、山东师范大

学教务处丁同楼科长、安徽财经大学教务

处李川主任等就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切实落

实教学过程管理，提高教育教学工作质量

议题发言。针对毕业论文管理现状和面临

的诸多问题，毕业论文管理工作应打破传

统的毕业论文管理简单的线下流程管理模

式，需要更多地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新技术围绕提升学生毕业论文质量这一关

键，实现毕业论文全过程的可监控、可检

查及可验收，在毕业论文管理过程中提供

各种智能化服务，从而提升管理决策水

平，提高论文质量。 

研讨会上，王东晖处长代表我校与其

他高校与会教师进行了经验分享，就如何

切实提高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有效提升毕

业论文（设计）全过程的文献学习、研究

创新和写作规范，以及如何有效杜绝毕业

论文写作过程中的代写、买卖、抄袭行为

进行了深入交流。 

 

 

 

（教务处） 

我校受邀参加新形势下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

理研讨会并作经验分享 

我校教职工第二党支部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主题讨论会  

为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组织部、省委宣传部印发的《关于在广大知识分子中深入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

动的通知》和四川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的通知》文件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人才工作、知识分子工作重要 指示精神，引导广大教师在新时代自觉弘扬爱国奋斗精神，树立牢固的家国情怀和奉献精神，

把个人理想自觉融入国家教育大业，11月7日晚，教工第二党支部全体党员在济民楼二楼开展了“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建功立业新

时代”的主题研讨会。此次研讨会由支部书记丁灵芝主持。 

丁灵芝表示学校党委高度重视各支部党建工作的开展与落实，要结合各支部的实际情况，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精神。接下来，老师们围绕两个问题展开讨论与交流。一是你爱自己的工作吗？即如何立足岗位自觉践行爱国奋斗精神；二是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讲话中提出的人才培养目标，谈谈你在哪些方面可以下功夫？针对第一个问题，老师们一致认为

自己很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外国语教研中心老师认为教学工作可以带给自身更多成就感、尊严感、价值感和获得感；体育教学中

心老师认为教学工作可以培养学生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思想政治教学中心老师认为教师可以从学生那里实现自我提升和成

长，不断地督促、审视、完善自己，从而更好地做好教书育人工作。针对第二个问题，数学教学中心和智能科技学院的老师结合自

己的专业和课程，着重就增强学生创新能力、培养学生逻辑思维能力、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等方面谈了如何进行课程教学改革。此外，老师

们还认为所有课程都应当做好课程思政的角色，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培养艰苦奋斗精神、增强综

合素质等方面有新的突破，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适应这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最后，丁灵芝对此次讨论会进行总结。她认为，今天的研

讨会很有效果，大家都立足岗位表达了很多真实的想法，有很多独到的思考和见解。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在工作岗位中有弘扬践行爱

国奋斗精神，更加明确了人才培养目标，也加强了教工第二党支部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通过本次主题讨论会，教工二支部党员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广大知识分子应如何作为、如何实

现自身价值等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明确爱国奋斗精神对当代中国的重大意义，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融入伟大教育事业之

中，以实际行动为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增砖添瓦。 

（文/教工第二党支部：李晓容） 

我校学子获第四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根据《四川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四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的通知》（川教厅办函〔2018〕182号），“建设

银行杯”第四届四川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于11月顺利结束。经公示无误，我校获得省赛两项铜奖。 

本次大赛通过线上提交参赛项目，我校有效项目近100项，全省共计35000余项。通过校赛选拔，《居安养老驿站》和《“智+

 ”   致佳》脱颖而出代表我校参加省赛，最终获得省赛两项铜奖。   

 

 

 

 

 

 
（创新创业培训中心）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项目成员 指导老师 所获奖项 

居安养老驿站 周畅 

李浩 

何怡帆 

黄小岑 

张家源 铜奖 

“智+”致佳 潘小彦 
张正雨 

奉玉敏 
张熙悦 铜奖 

喜报：我校师生在“第六届

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

赛”获多项奖励 

10月22日，第六届全国高校数字艺术设计大赛颁奖典礼

在四川师范大学举办。大赛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

心、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上海国际中心主办,第六届全国高校

数字艺术设计大赛组委会、四川师范大学联合承办。  

大赛共设有视觉传达、数字影像、环境空间、造型设

计等8个类别，参赛院校近600家。我校艺术设计院在学校领

导的支持下，高度重视、认真组织，选送80多份学生及教师

作品，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获得教师组作品二等奖1名；

学生非命题组一等奖4名、二等奖7名、三等奖12名；学生组

命题组二等奖1名，共计25项等级奖。我院还获得“优秀组

织奖”荣誉。其中教师谢鑫辉、向桦、张欣欣、房慧、罗

兴华、李桃桃、赵庆、李程获得“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艺术设计学院）  



 近日，我校2016级本科12班金融学专业学生曹天骄设计的多功能挎包荣获国家专利，他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我校校

新闻宣传中心天府记者团也对曹天骄同学进行了深入采访。 

曹天骄面对镜头有些羞涩，但说起自己设计的多功能挎包，他的眉眼有掩饰不住的开心。他简单介绍了挎包的多功能之

处：防盗、扩音、免提、定位。这些功能看似普通，可对于曹天骄来说，每一个功能都是为母亲量身打造：挎包的肩带上设

有小型可控警报开关，如别人打开挎包，它就会及时发出报警声，自己打开则不会报警；因母亲长期在环境比较嘈杂的地方

上班，挎包的肩带上设计了小喇叭，并且有免提功能，可直接接听电话；如不幸把包丢失了，还可进行定位追踪。 

谈到设计多功能挎包的初衷，曹天骄表示这与小时候亲眼目睹小偷从母亲包里偷钱有很大关系。曹天骄生活在一个条件

并不宽裕的大家庭里，经济来源几乎都从母亲那里来，生活压力很大。但母亲并没因此放弃家庭，而是愈加坚强，这也坚定

了他要为母亲减轻困扰的信念。 

进入大学后，学校大力支持学生进行创新创业，在这种氛围的促使下，曹天骄便开启他的“发明之路”。在设计的过程

中，他表示自己不是女生，所以对挎包了解得不是太全面；学的

不是设计和理工科专业，因此每一个环节都需要跨专业学习，去

图书馆、网上收集资料。为了把相关功能融入设计之中，他前前

后后画了五百多张设计图纸。每当遭遇困难，母亲的支持和帮助

母亲的信念是他内心最大的力量。 

收到国家专利局颁发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曹天骄很开心，

但他更开心的是看到母亲得知这个消息时露出的笑容。曹天骄

说，借助大学的平台，完成了儿时的梦想，也用自己的方式表达

了对母亲的爱。如果以后有可能的话，希望自己的多功能挎包可

以大量生产，这样不仅能帮助母亲，也能帮助其他更多的人。                              （校新闻宣传中心：刘亮） 

金      秋 银      冬 

曹天骄 
背出安全，爱在其中 

    夜深了，房间里黑漆漆一  

片，偶尔传出手机振动的声

音。透过窗外能看见路灯下有

几片泛黄的叶子正在飘落。总

是会情不自禁地想到往年家乡

的此时，怕是早已和冬差不多

了吧。 

    绵阳的秋和冬似乎没有明

显的界限，像是秋中掺杂着

冬，冬也陪伴着秋。当第一片

叶子泛黄、第一株麦穗开始成

熟、第一场秋雨到来时，我知道是秋悄无声息地来了，迈着轻盈的步子，带着收获与

希望。小学课本中总会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无论是果实还是爱情，都希望在这个季

节得到美满的祝福。不似夏天的火热，平淡却不失风雅，古人总会写许多悲秋的诗词

歌赋。可这样的天气有什么可悲的呢？穿着不薄不厚的衣服，吹着秋风，走在校园的

银杏树下，脚下是干黄的落木在咯吱咯吱的响，心里却有属于自己的诗情画意。 

 我想有一场旅行，看遍秋的每个影

子，在每个落满金色叶子的地方都留下

我的足迹。每个人的生命都会经历四

季，秋最默默无闻，但总是最伟大的，

因为是大多生物最美的收获时刻的到

来，但随之而来的也是凋谢。不知道什

么时候你轻轻地留在我的心尖，触动了

我的心弦。                                                        （折耳） 

你已起雾，我仍未归 

    近来的绵阳总是阴天，难得有一个太阳天，总想着晒晒被子，暖和一下这湿冷的

南方。 

    昨天起得晚，去阳台洗漱时才惊喜地发现整个校园都笼罩在冬雾里，只隐隐地看

见一些挂满黄叶的树和宽阔的路。 

    突然想起，家乡重庆也应该起雾了吧。 

    念小学时，六点多就要踏上去学校的路。冬季里昼短夜长，走到学校时天都可能

未亮。那时家贫，没有手电筒，爷爷就会从煮完早饭后的灶里拿出一个火把交给邻家

念中学的哥哥，然后我们三五个孩子就一起出发去学校。 

    宽阔的田野里充满了野草的清新味道，因为浓雾，便也看不到田野的尽头，几个

年轻的生命像是走在大自然未醒的梦里。 

    路边野草上的露水总会把鞋子浸湿，邻家哥哥就会走在队伍的前面，拿一根棍子

扫落露珠。河里的过河石湿湿滑滑的，一不留神就会滑进河里弄湿鞋袜，大孩子就会

把小孩子一步一步地牵到河对岸去。 

    那时的雾里有看不清的小路，也有明亮的火

把，最温暖的还是那份纯粹的情谊。 

    去年寒假我在老家，每天醒来的第一件事就

是打开生了些锈的家门，看着门前的山与雾，再

伸个懒腰，宣告新的一天的开始。 

    奶奶煮好了热腾腾的鸡蛋面，一人一碗，都

放在门前的栏杆上，一家人就坐在一起吃早饭。

筷子夹起一些面时，热气便冒得更多更急，和雾

交织在一起，也交织着家人亲切的话语。 

南方起雾了，儿时的玩伴仍旧在外奔波，奶

奶却在等远游的我们归家。                                  （41603329 罗婷） 



 

 朝华光阴 与你同行 

 

 
绘长夜以微光 

灯火阑珊 弦月摇曳 

他手捧星光 与黑夜谈判 

可借一盏孤灯否 

陪他从薄暮冥冥到晨色熹微 

穿过山川河海 

辗转光阴华年 

回首万千夜晚 

多少长卷读遍 

 

绘长路以行者 

倚梦白马 少年春衫 

他手持烛炬 行路漫漫 

可有知己同行否 

陪他踏过千山踏破重关 

  穿过山川河海 

  辗转光阴华年 

 走过漫长岁月 

 高山流水难觅 

 

 相逢未晚 书生意气正风发 

 前路无惧 与子同袍且徐行 

   未来的夜 眼前有灯 

   未来的路 身边有人 

 

（清明） 

忆往昔 看今朝 
    我有一个故事要说给你听。 

    我要讲的故事是我和外婆的故事。她和所有人心目中外婆的形象相差无几，是个普普通通的老人，

是个和蔼可亲的婆婆。她总是坐在一个地方，眯着眼睛，看向远方。 

    晴空万丈，碧野千里。我踏着清风，迈着小碎步跟在外婆身后，她慢悠悠地走在前面，时不时抬头

看看天，又看看田野，再回头看看我。走在田间的小路上，空气里弥漫着新草的清香，花开在无名的枝

头摇摇欲坠，一阵风就能把它们都带到我身边，我们的目的地是茶林。我想今天又是个什么节日吧，不

清楚。反正我只知道，每逢过节时赶上好天气，外婆就会带着我去茶林玩耍。或许是去看茶花，去听山

歌，也或许是为了其他的什么。 

从田间小路走到宽阔的泥石路上，一瞬间，人山人海近在咫尺，外婆紧紧牵住我的手，掌心传来的是她手掌的温热。累了，就坐在路边小摊的

伞下休息。吃一碗凉粉，喝一杯甜水，远处熙熙攘攘的人群嘈杂着，依稀能听到几句抑扬顿挫的歌声，洪亮而又富有个性。但大多我是听不懂的，

可我看外婆眯着眼在笑，所以我也笑。好似那歌声真的有一种让人快乐起来的魔力。我们在人群中穿行，听那些穿着质朴的男男女女唱各式各样的

山歌，外婆有时也跟着哼两句，在这样欢快的时刻，谁不想放下羁绊，纵声高歌呢？当然想，可是我听不懂也学不会，但我喜欢看她们穿戴的服

饰，缀有各式各样的小花样，简直叫人看得眼花缭乱。我们从中午一直待到傍晚，在茶林中游逛，享受那片刻的宁静和清凉，只觉得世间所有的喧

嚣与平静都在这一天内被体会得恰到好处。歌声、日落渐息，我与外婆携手而归，恰如《外婆的澎湖湾》所唱的“留下脚印两对半……” 

后来，我还是听不懂山歌，尽管依旧咧着嘴傻笑，外婆还是看出了我的无趣，之后她偶尔也会换个地方游玩。有时她领着我去伯伯家的养殖

场，起初我是不情愿的，我认为养殖场里养着的尽是浑身恶臭的猪，又臭又憨，一点乐趣也没有。到了那里才知道，伯伯家的养殖场里养的是鸭

子，鱼塘里还养着鱼。那些小鸭子个个长得白白净净的，估计是每天都到水里洗澡的原故。它们扑棱扑棱地跳进水里，追着鱼儿嬉戏，等到主人发

伙食的时候，又一窝蜂地跑进鸭舍找到自己的位置啄食。我跑到鸭舍去追小鸭子，它们跳来跳去，把鸭舍里的羽毛和着灰尘搞得漫天飞舞，总是弄

得我灰头土脸的，但我是开心的不得了。外婆就坐在屋檐下眯着眼，朝远方望着，阳光正好照到她坐的位置，我看不清她的表情，也许她正在看拴

在门口的那两只山羊抢草吃吧。 

午后的阳光不像正午那样炽热，它很温和，照得人暖洋洋的，我突然想和外婆再一起外出游玩。心头一紧，低头，便泪出眼眶。外婆去了远

方，去了好久好久，久到我等不到她回来，就猛然间长大。童年的乐趣和长大的烦恼，让我无时无刻不想念着她。我又想起她常带着我去不同的地

方玩耍，有时候是她的乐趣，有时候是我的乐趣。总之，那些总归是我们的乐趣。 

我想我还会在好天气里去玩耍，把我所有的快乐当作对外婆的祝福，希望她望着远方的我，能够觉得幸福。因为这样，我会永远快乐着，她也

永远眯着眼享受。 

想念您时，清风拂面，阳光暖我。                                                                           （41804840 汪美红） 

    想念时，清风拂面，阳光暖我 

    到底什么是情怀？百度上说情怀就是含有某种感情的心境，也可以定义为拥有高

尚的心境。情感有那么多种，无非就是亲情、友情、爱情、亦或是家国情怀、对青春

的追忆、对故乡的思念……而这么多感情也都拥有一个共同之处——它们都由爱来作

为支撑。提到“爱”一词，我想我是幸运的，从小到大都是在爱的浇灌下成长，在亲

情、爱情、友情里我总是扮演着被爱的角色，拥有亲人的宠爱，爱人的深情，朋友的

真诚。大学之后，却经历挫败，也看过虚伪，实习后更是了解了成人世界的套路；世

界总是这么极端，他会让你感受到他有多美好，也能让你看到他有多么残酷。罗曼·

罗兰在《米开朗基罗》中写到:“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了生活的

真相后，还依然热爱它。”我想，真正的情怀应该就是罗曼·罗兰笔下那种对不完美

生活的热爱吧，我喜欢“情怀”一词，也想要做一个有情怀的人，请允许我以情怀慰

藉这不完美的生活，去接受世界的残酷，感恩生活的美好，珍惜爱你的人。  （匿名） 

人生随笔——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 

    昨天，我十八岁，那个还是孩子的模样，却已拥有成人的一半心灵。经历了太多，没有办法说

明。颓废、放弃、自卑、自怜、自我催醉，永远处于自我的世界里打不开一扇门。说到事，总会有拖

拉，想象着成为优秀的人，却又无力去为自己争得一方地位。以前的不愿意，成为了阻碍的借口，过

多的讲求表面的改变，却忘记了本身的成长。希望得到他人的关注，但你的付出有时确实是徒劳，脑

中一直存在过去对待生活的态度，其实一切早已改变，只是只有你才把它当得那么真。 

    在这个任意说假话的时代，我慢慢失去了想要积极、亢奋、高昂、无忧无虑的那些力量，再也不  

愿意对谁掏心掏肺，彻斥纵谈。 

    你觉得重要的事，不需要去改变什么，唯一变的是人心，你不解，不宜轻易拿出，让人嘲笑半

生。该放弃的不用再强求，不适合的别去抱有希望。是时候坦然面对自己的心，为过去的不依不舍结

账。考虑别人怎么想的同时，先找准你的机会，不错过，才会有故事，而且那是唯一属于你的。 

    十九岁的现在，我需要变得有规矩，有态度，该做的不落，想做的奋进，书的海，艺的山，够我

在奔二的时段活出个性。                                               （41702524 李孟惠） 

 

——致在天府相遇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