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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咖秀 ! 社区版

易蓉 !上海交通大学"

大咖名片!

姜斯宪# 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

党委书记#曾任上海市副市长$浦东新

区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

长$海南省副省长$海南省委常委$三亚

市委书记%

上海交通大学 ""# 周年校庆之际#由

学生自主组织运营的励志讲坛迎来 "$ 周

年% 上周#上海交大党委书记姜斯宪

踏上励志讲坛与大家一起分

享&志存高远 心平如水'

的人生感悟%

姜斯宪!钻研学术是学生的本分

出身%%级
惜时如金的学习生涯

!"#$年深秋，姜斯宪参加了中国历史上
最激动人心的高考，并幸运地考入上海交通
大学机械工程系液压传动与气动专业学习，
%"&'年本科毕业后，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这
段经历令他刻骨铭心、终身受用。
“"(后”对“$$级”也会有所耳闻。在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级”有许多区别于
其他年级的特点。比如，“$$级”有很强的集
体认同感，无论当年考进了哪所学校，只要是
“$$级”，彼此就十分亲切。又比如“$$级”同
学的年龄相差悬殊，姜斯宪所在的那个班，最
小的 !)岁，最大的 *(岁，后者上初中时前者
还没出生，生活阅历自然相差很多。再比如，
“$$级”学生的学业基础相当薄弱，至少是参
差不齐。他进大学的时候，+)个英文字母都认
不全，不会解一元二次方程，也不知道什么叫
有机化学。
尽管如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时 $$

级的学生每周用于学习的时间竟然高达 "(

小时！
这些时间是靠千方百计“挤”出来的———

挤掉了周末和节日，挤干了娱乐和社交，挤
扁了吃饭和睡觉。“学霸”就是这样炼成的。姜
斯宪的一位室友，家就住在离学校几公里的
地方，可他硬是一个学期只回了三次家，而
三次加起来还不足一整天的时间。更有的
同学，无论是餐厅就餐排队，还是外出乘车，
甚至是课间休息，都要拿出一叠英语单词卡
片，默记一番。如此艰辛的学习能让他们乐
此不疲，主要是 $$级的学生都有长达十年
的时间没有安静的课桌，大家非常珍惜这来
之不易的求学机会。

此外，!"$&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的召开
以及《哥德巴赫猜想》等报告文学的出现形成
了一股强大的“科教兴国”的舆论，激发了“$$

级”攀登科技高峰，亲手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使
命感和紧迫感。值得骄傲的是，经过在交大的

刻苦学习，$$级学生毕业时的水平并不比国
外差了。姜斯宪研究生时同班毕业的 ,(位同
学，有 %-位出国继续深造，都在国外获得了博
士学位。“就从这一点来看，勤奋是多么有意
义。记得在交大 &*周年校庆大会上，一位老校
友在历数自己的数位恩师之后，讲了一句‘走
出交大，天下考试都不怕’的话，引起全校师
生的强烈共鸣。我相信今天的交大学子也会
发扬勤奋向学的传统。”

建言学生
人生目标不要太高

一个人有没有必要制定自己的人生发展
规划？姜斯宪并不太主张把人生发展目标设
计得太高、太明确。“人生发展有时候不是以
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因为自己的发展
规划未能实现而导致失望，那就适得其反了。
但是设定一些比较近期的、可控的、与社会发
展和国家需要相契合的阶段性目标，会成为
一种激励，激励自己提高素质，并做好迎接人
生发展中挑战的思想准备。这样就可以以一
种良好的心态对待社会及自身的变化，荣辱

不惊、心平如水。”
%"&. 年底完

成研究生学业后
姜斯宪留校工作，
本来是要当业务
老师，但学校的团
委书记空缺，他成
为了中国第二位
拥有硕士学位的
高校团委书记。那
个时候的研究生
还为数较少，留校
任教也属于好中
选优，继续从事学
术工作或许也会
有所建树。但姜斯
宪并没有犹豫太
多就接受了组织
的挑选。他说庆幸
自己赶上了一个
“晴好”的时代，得
到组织上的关怀
和培养。留校工作
八年后进入校党
委和行政领导班
子，之后，学校又
支持他赴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
大学研修了半年。

在 .( 岁人生

不惑之年，姜斯
宪开启了从政
生涯。在上海市
工作的十余年
中，他经历了 )

次大跨度的工
作岗位变动，曾
经有人问：“这
些工作岗位变
动是你主动争
取的，还是被动
接受的？”他回答：“肯定没有主动争取过，但
也不是‘被动接受’，应该说是欣然接受组织
上给我的机会和挑战。无论调我去哪个岗位，
我都努力争取在新的岗位上主动学习，主动
发挥力量。”

+((+年到 +((.年姜斯宪担任了近两年
上海市副市长，主管外事等工作，同时兼任浦
东新区区委书记和区长，参加了约 -((次外
事活动。他还参与了历时一年多的上海世博
会的申办过程，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之一和上
海申办 +(/(年世博会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先
后赴八个国家开展游说工作。,(()年 %%月他

转任海南省副省长，后又担任三亚市委书记。
从 ,(($年开始，他已连续参加了九次博鳌亚
洲论坛年会，并深度参与了论坛的组织和服
务保障工作；在 ,(%(年年会上，荣任博鳌亚
洲论坛理事，直至本次年会上转任论坛咨询
委员会委员。

去年 %月份回到母校工作，姜斯宪明显
感觉到母校在过去 ,(年中所取得的进步和
发展，学校已稳居国内一流高校前列，世界一
流大学的目标也清晰可见。“回顾我的人生经
历，可以说是比较丰富多彩，虽然没有突出业
绩，但也尽了绵薄之力。人生总会有些起落，
只要得意不忘形、失意不丧志，就能达观处
世、进退自如。”

学生为本
大学软件也要跟上

据说在上海的高校中间流传着“住在交
大”的说法。的确，与姜斯宪求学时的居住条
件相比，现在的吃、住等各方面条件确实改善
了很多。但他认为，大学肯定还需要一个比
吃、住、玩、爱更重要的目标追求，因此提出了
“学在交大”的口号，目的是在交大营造更浓
厚的勤奋学习、崇尚学术的氛围。

在总结前几年实施基础学科拔尖人才
培养经验的基础上，上海交大已于上学期决
定了在全校各学科组织实施“致远荣誉计
划”，其最终覆盖范围将达到全校本科生的
,(0左右。要大力激发广大同学的学术兴趣

和学习潜力，形成知识探究、能力建
设、人格养成“三位一体”的培养格
局，切实回答“钱学森之问”。“现在
我们国家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
阶段，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
创新型人才，各位同学走上社会之
后必然大有用武之地。希望大家珍
惜在交大的这段时光，尤其是在学
业和学术上下功夫、肯钻研。这是做
一个学生的本分，也是将来从事一
切事业的根基。”

在国外几所著名的大学考察
时，姜斯宪发现今天的交大校园环
境等硬件条件跟世界一流大学相差
无几，有的方面可能还要更好，但在
学校管理等软环境上，还有一定的

差距———“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还缺乏有力
的制度支撑和政策保障”。“这个问题当然与
生均教育投入不如世界一流大学有关，但在
思想观念上，我们的工作还没有真正围绕着
学生转。比如我们的教学组织和行政管理还
有改进空间；我们的实验室面向学生，尤其是
本科生开放还过于谨慎；在涉及学生权益的
问题上听取学生会等学生组织的意见还不够
等。”在近日上海交大党代会报告中，学校明
确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要让学校的各项
工作更紧密地围绕学生、学术来展开。为大家
的成长成才创造更好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