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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谢应波揣着 !"""元饭钱，从重
庆的贫困山村到上海华东理工大学求学，第一
个月便开始了勤工助学。如今，小谢已是沪上
一家颇有名气的创业企业的总经理。昨天一整
天，#"多名像他这样的受惠于在校期间勤工
助学的校友汇聚母校，与学弟学妹们共同分享
勤助与创业的甘苦与梦想。

专业知识助力勤助
“当年我是第一次走出县城，第一次乘火

车去上大学。其实，本来我是想考东北的大学，
因为那里的消费成本低些，但最终还是选择了
上海。十分感谢学校为我们创造的那么多勤工
助学机会。”谢应波说，开始在校内“打工”时有
些自卑，但后来越干越有劲，还创办了学校的
第一个电脑吧。从本科一直到博士毕业，他都
没有问家里要过一分钱，所有的生活费、学费
都是靠勤助和奖学金，本科四年里仅勤助的收
入就有近 $万元。
从北京考入华理的商迟，家里并不缺钱，

但他却从大三开始就走上了勤助之路。他的想
法很简单，!"岁了，不该再问父母要钱了。学物
流专业的他，打的第一份工就是为学校的 %个
报亭配送新民晚报等报刊。小商把专业知识用
到了工作中，以前常常会断货或发生分发差错
的送报队伍，成立了专门的物流部门，销量一下
子提高近两成。后来，商迟还当上了学校勤工助
学指导中心超市的首任经理，毕业后又很快成
为一家世界%""强企业的中国区最年轻主管。

受惠学子反哺母校
如今的华理勤工助学工作已经从“输血

式”的纯福利资助，发展成了“造血式”的市场
经营模式，并初步实现了“回馈式”的反哺效

应。校勤助中心提供的岗位也从最初的劳务
型、服务型，发展成学生自主管理、自主经营的
实业集团，并建立了多个勤助基地。谢应波领
衔的泰坦科技公司，不仅初创期的 &名元老是
华理的校友，而且现在的员工中有相当一部分
是来自华理，公司还在母校设立了奖学金，鼓
励大学生走创业之路。
化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胡云丽正在写一份

创业计划书，打算投身化妆品行业。最近她在华
理勤助中心新成立的大学生创业工作室找到了
实训基地，已投身到了创业前的“热身”之中。

不应盲目休学创业
据悉，华东理工大学勤助中心现有学生员

工 &$"余人，自 !""&年以来，中心提供的校内
岗位约 !%""个，分为学生自主经营岗位、学校
全额补助岗位、与企业合作岗位等三大类，每
年组织上万人次参加校内外的勤助工作，全校
学生靠勤助的收入每年总计超过 '%""万元。

上周，教育部就 !"(%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
作下发通知，引人注意的是，其中首次明确提出，
高校要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生休学创业，并
加大对他们的资金支持。在昨天的华理勤助中心
成立 !"周年大会上，有关大学生休学创业的话题
也引起了热议。在充分肯定大学生自强自立的同
时，对于是否真有必要“休学”，昔日的勤助积极
分子们也给出了自己的意见。谢应波说，创业要
天时地利人和，要想清楚是为事业还是为了赚
钱，而不能太急功近利。已在北京成功创立了一
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张伟超则表示，创业其实
并不适合每个人，需要创业者具备创业的特质，
需要资金、人脉和市场条件，而不能盲目为创业
而创业，在校期间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勤助锻
炼，积累实践经验。 本报记者 王蔚

华东理工大学组织毕业生回校谈勤工助学经历!!!

!!"岁"是自立自强的时候了#

! ! ! !没有深奥的技术和炫目的效果，凭借来
自朴素的生活小创意，("名本市中小学生
成为了新一届“少年小院士”。上周末，由市
少工委、市青少年活动中心联合主办的
!"($年上海少年儿童“科技启明星章”争章

暨第十二届上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表彰
仪式在上海院士风采馆举行。

!"($年上海少年儿童“科技启明星章”
争章活动根据少年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的
创新思维和科技成果的差异性，分别设立小
学组与初中组两个组别进行课题的评选，共
收到来自全市 ($个区县的近百所学校申报
的 !)*个项目。

孩子们从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创新灵
感。奉贤区西渡学校 %年级女孩高雅婷看着
家里的水仙花，有了个大胆的念头———水仙
花为什么只有一个颜色，如果能有七彩水仙
花多漂亮！她发现，水仙花的茎是中空的，容
易将颜色注进去。她决定使用水粉颜料和色
素来进行对比实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食用
色素在花茎中会流入到花冠的副冠中去。再
过几个小时色素会分散地流入到花瓣中去，
水仙花开始变色了；第二天起，花瓣上的颜色
会逐渐加深，蓝色和黄色的显色效果尤其明
显。而水粉颜料则不容易让水仙花变色。

上海师范专科附属小学三年级男孩程
铭平时做作业时经常不知不觉就把头低下
来了，爸爸妈妈没少提醒。程铭想，如果能发
明一个“护眼卫士”就好了。在老师鼓励下，
他把在学校里参加电子、机器人兴趣小组所
学的知识用在了这个护眼卫士上。他利用了
光感应原理，只要头和书本的距离低于指定
高度，光感应器的感应被切断，它就会发出
报警声。程铭希望，能用小小的装置让同学
们远离近视的困扰。本报记者 陆梓华

生活创意催生!小院士"

近日，2014年上海市青少年优秀科技
创新项目成果展示在中福会少年宫举行。在
全市14个区县选送的项目中评选出60余
项科技创新项目，并角逐10个金星奖。图为
上阶梯四轮平板车让抬重物轻而易举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