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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繁花相送，盲人姑娘朱苓君毕业
“能够顺利毕业感到很开

心，这离不开老师的培养与同

学的关心。”今年，复旦首位盲

人研究生、社会发展与公共政

策学院2022级研究生朱苓君毕

业，双目失明的她将入职无锡

市特殊教育学校。

“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老师

们就像一盏盏明灯，照亮我前

行的方向。”老师们的博学与鼓

励激励了朱苓君，使她梦想当

一名教师，成为照亮更多人的

那盏“明灯”。

出生在江苏无锡，朱苓君

出生不久就被发现双目失明。

四个月大时，她通过手术获得

了一定光感，但依然无法看清

周围的世界。由于无锡当时没

有盲校，朱苓君的父母将她送

到了上海市盲童学校，并先后

来上海求职工作。在父母的悉

心照顾下，朱苓君凭借自己的

勤奋努力，考入华东师范大学，

并以优异成绩保送复旦深造。

朱苓君每天的学习，从读

屏软件的声响开始。她所用的

学习材料多为电子版，电脑和

手机上的读屏软件能将屏幕上

的文件逐字朗读出来。长期的

练习，让她能通过声音熟练地

学习、打字。

“虽然她是一个盲生，但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不会降低

她在学业、实习方面的要求，而是

一视同仁。”在朱苓君的导师，社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赵芳

眼中，朱苓君是一个努力而上进

的学生。虽然有诸多不便，但她

一直勇敢地面对各类挑战。

由于复旦没有特殊教育课

程，学校对朱苓君的学业要求

丝毫没有放宽。朱苓君回忆，

自己研一的课业排得很满，难

度也特别大。“对于明眼同学来

说，跟上课程、完成学业都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情。而对于必须

通过读屏软件听读电子书的我

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好在老

师和同学的帮助与鼓励，让她

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助人自助，是朱苓君在复

旦感受到的育人理念，也是她

近年成长的写照。“‘助人自助’

其实是帮助别人让他们实现自

助，就像授人以渔。”为跟上老

师和同学的节奏，她总会提前

向老师要来课件，课前预习、课

后复习。“有时候会遇到读屏软

件无法识别的共享文档，同学

们就会帮我一起填，当我划不

开图形验证码，他们也会帮我

一起识别，很多关键的信息也

都是同学们在班级群里分享

的，幸好有大家的帮助。”

在学业上一视同仁的同

时，学校也尽可能为朱苓君的

在校生活提供人性化关怀。“为

避免我上课路上经过两个红绿

灯的危险，学校专门调整了我

所有专业课程的教学楼。”每次

上课，朱苓君班上的老师同学

都会从文科楼、文科图书馆，来

到距离她宿舍最近的四教上

课。考虑到出行便利问题，学

校特地将她的宿舍安排在一

楼，宿舍楼外设有无障碍通道，

浴室和洗手台都加装了扶手。

她经常去的教学楼、洗手间也

张贴了盲文标识。

朱苓君在校求学期间还获

得了复旦大学陈晓明何佩鑫校

友基金支持。2019 年年底，这

对校友伉俪搭乘经济舱坐地铁

回母校捐赠1亿元，襄助学校教

育事业发展，成为一段佳话。

每当看到朱苓君来吃饭，北

区食堂的阿姨师傅，也总会热情

地向她介绍菜品，还会暖心地帮

她找座位、端盘子。“学校、家人

及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了我成

长，我学会了独立自助，并能帮

助有需要的人，实现从受助到自

助再到助人的循环。”

性格乐观且多才多艺的

她，曾参加复旦民乐团的二胡

独奏表演，也曾赴人民大会堂

参加国际合唱节演出。她与

奥运冠军刘翔一起登上过上

海世博会闭幕式舞台，也曾在

北京联合国大楼举行的 2021

年国际残障人日庆祝活动上

担任主持。

作为一名视力障碍者，朱

苓君深知残障人群面临的就医

困难，因此她去医院做社工，积

极为残障群体发声。热衷于投

身志愿服务工作的她，用音乐

帮助住院的孩子们减轻痛苦，

用耐心陪伴为深陷负面情绪的

精神疾病患儿开展家庭治疗。

疫情期间，她坚持线上陪伴困

难家庭儿童，为智力残障的小

朋友讲故事，一起背古诗、唱儿

歌带给他们带去温暖。

愿这个勇敢坚强的女孩，

如她所愿，成为助人自助者，如

“明灯”照亮更多人！

本报记者汪蒙琪

绿叶葱茏，炎炎盛夏，2024

毕业季悄然来临。复旦推出丰

富的活动与服务，为毕业生们

送去温暖与快乐。

6 月 17 日，江湾园委会和

爱 久 园 委 会 联 手 打 造 了

“2024 复 旦 大 学 江 湾 毕 业 公

益 集 市 ”活 动 。 本 次 活 动 不

仅为毕业生们提供了交流互

助 的 平 台 ，更 彰 显 了 复 旦 学

子的环保意识和对母校的感

恩之心。公益集市活动包含

了 爱 心 捐 赠 、公 益 义 卖 和 个

性摊位三个部分。

6 月 20 日、21 日午餐和晚

餐 时 段 ，四 校 区 各 食 堂 为

2024 届 毕 业 生 准 备 大 众 餐 、

特色菜、甜点饮品等 70 余种

毕业套餐。愿一餐一饭的仪

式 感 ，给 你 增 添 毕 业 季 的 温

暖回忆。

学校还为师生们提供了贴

心、高效的运送服务，近一个月

共提供74次摆渡服务。毕业生

们，尽管大步向前走，你们的行

李物品，我们来运！

来源：江湾园委会、总务
处、保卫处

花式上新，温暖与快乐萦绕复旦园

6 月 21 日 下 午 ，2024 年
“记录中国”项目启动仪式暨
行前会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举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
长张涛甫教授、副院长陈建云
教授，澎湃新闻常务副总编辑
夏正玉以及记者、师生代表共
同出席仪式。

“记录中国”项目九年来
主题的设定恰是这九年中国
变迁的一个缩影。从精准扶
贫到高考恢复 40 周年、西南联
大 80 周年，从改革开放 40 周
年回顾首批 14 个沿海开放城
市到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探访
大国工程，从故乡家乡之变到
小城小镇故事，从疫情背景下
的中国之治与人民之信，到中
国 式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城 市 图
景”，都是“记录中国”项目关
注的主题。

今年“记录中国”再续去
年的主题，以变“流量城市”为

“留量城市”为题，聚焦中国城
市的进击之路。澎湃新闻记
者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师生
将实地探访山东淄博、黑龙江
哈尔滨、甘肃天水、河南开封、
福建泉州等地，记录这些城市
的“声音”，把脉这些城市的

“心跳”。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记

录中国”行进九年再出发，矢
志打造成为高校社会实践与
专业新闻媒体携手的典型 IP
样本。 文/郑志祖

近日，复旦江湾校区月湖

上，迎来两位新朋友：一对美

丽的天鹅。它们的到来给平

静的校园，增添了色彩。

水面是天空的镜，承载无

边空阔。啭喉高歌，自在游

弋，双蹼划过的褶皱，也化为

流动的诗行。

让我们与新朋友一起，走

过复旦园的春夏秋冬。

实习记者刘栩含
本报记者成钊摄

“记录中国”再出发

复旦园新来两只天鹅复旦园新来两只天鹅

日前，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多语研究创新团队的新书《高
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多语教
育与复旦模式》出版。该书深
入探讨了在全球化和高等教育
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复旦大学
如何创新和实施多语教育策
略，以适应和引领教育国际化
的发展趋势。本书介绍了复旦
大学多语教育的发展历程、教
学模式和创新做法，展示了复
旦如何在保持本土文化特色的
同时，有效融合全球教育资源
和标准。

该书是复旦大学外文学院
多语研究创新团队成立以来的
阶段性成果总结，由复旦大学外
文学院教授郑咏滟和博士后黄
婷（2021-2023年在站）主编。作
者既有英语、西班牙语、日语、韩
语、俄语、阿拉伯语研究方向的
教师，也有博士后、博士生和往
届毕业生的参与，背景多元，视
角丰富。

该书的内容植根在外语教
育规划领域，既有宏观的国别区
域语言政策研究，也有微观的语
言教育和语言习得研究。本书
向国内学界呈现比较完整的国
际视野下的多外语教育图景，也
为我国的多语教育政策与规划
行动提出更多启示。

来源：外文学院

多语研究新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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