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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薪火谱新曲传承薪火谱新曲
———北京大学第五期—北京大学第五期““薪火班薪火班””的青春之歌的青春之歌

■ 校报记者 李沛原 王清昊

行前路于阡陌桑梓、乡间田野，传
薪火于雪域高原、大漠深处。2023年 11
月27日，北京大学基层选调生返校培训

“薪火班”第五期举行，北京大学张开怀
抱，召唤了又一群久久未归的毕业学子
回家。自 2019 年“薪火班”培训开办以
来，如今已经是第五个年头。78位选调
生，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1种专业
学科背景，第五期“薪火班”以最大的规
模、最新的理念，把“一生北大人”的真
情和温暖深种于学子心间，也让“扶上
马，送一程”的希冀和责任落地在课程
实处。学员们是为基层事业前赴后继的
传薪者，是群众眼里的顶梁柱，也仍是
母校心底的当初那群聆教未名湖畔的
学子。在这里，他们知来路，踏归途，有
去处。

知来路：“你们在哪，北大就在哪”

“我是18岁迈进这个园子的。”刘怀
辉2005年考入中文系，2012年硕士毕业
到吉林省工作，2023年任职四平市伊通
满族自治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谈
起初入中文系的时刻，他依旧心潮澎
湃。“你们到了北大中文系，就不应该再
担心生计，而应该怀有‘安得广厦千万
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抱负和理
想。”在18年前的开学典礼上，时任系主
任温儒敏教授的这段话，陪伴着刘怀辉
赏尽乡村的星河，也历经关外的风霜。

“学了这么长时间经世济民的思想，总
想去实践一下。”刘怀辉放弃了高薪工
作机会，走上了通向基层一线的漫漫长
路。

努尔波力·努尔兰在 2006年通过了
内地新疆高中班的考试，2010年考入北
京大学。“党和政府帮助了我很多，我也
想力所能及地去回馈社会。”2014年从
法学院毕业，他回到新疆，成为一名驻
村干部。驻村工作异常繁忙，每月一次
的回家机会弥足珍贵，有时甚至大半年
没有回家。“孩子都认不出我，特别认
生。”说起家人，他眼眸低垂、满心歉疚。

在往来于故乡与异乡的路上，选调
生们步履不停，他们忘不了乡民的殷切
期待，亦忘不了母校的谆谆嘱托。“工作
报到时，领导特别惊讶、好奇，说：‘让我
看看北大的毕业证长什么样子。’”2009
届药学院本科毕业生顿珠忘不了初到
西藏日喀则市江孜县乡镇的情景。“我
们选调生到地方去就职，无论做什么工
作，有这个北大身份，就永远是别人关
注的焦点。”北大的身份也是对选调生
们的一种“鞭策”。

“赓续北大人的家国情怀，以北大
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将个人命运的

‘小我’融入民族国家未来的‘大我’之
中”，“你们在哪，北大就在哪。”北京大
学党委书记郝平的肺腑之言，让法学院
2016届毕业生张敏眼眶湿润了。

踏归途：“这是青春的北大，这是永
远的校园”

“前沿创新”，5家标杆企业拓宽产
学研的深度融合；“现场教学”，6所产业
园区、企业、乡镇展现乡村振兴的多重
进步；“大道薪火”，一场主题沙龙分享
基层工作的苦辣酸甜——第五期“薪火
班”用更全面的课程、更优质的资源、更
妥帖的安排，迎接选调生们的回校研
修。

北京市平谷区南山村是“薪火班”
校外现场教学的一个目的地。亲眼见
证、亲身体会，来到南山村调研学习，努
尔波力·努尔兰对当地“平急两用”的建
设思路感触颇深，他驻村的奎屯市开干
齐乡高疙瘩泉村，劳动力闲置，村民收
入来源单一。“每家每户的庭院，能利用
的空间很大。”菜苗、鸡苗最后的销售却
成了问题。“农副产品销售帮销相关的
企业合作是我们需要的。”现场教学对
他启发很大，他表示，“南山村向上争取
资金的力度很大，我们也要积极跑办，
争取更多支持。”

“基层工作中的困难和矛盾重重，
多年在机关工作的我，直面群众工作也

不免心里发怵，缺乏底气和勇气。”已在
黑龙江省工作 7年的张敏，在接触具体
的百姓问题时，依然产生畏难情绪。“开
始到基层，我时常感觉自己制定的政
策、方案如空中楼阁、纸上谈兵，变得踌
躇迷茫。”深研院信息工程学院 2021届
毕业生李胜珂，现任兴安盟乌兰浩特市
乌兰哈达镇党委副书记，也有着相似的
疑惑。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李迪华教授
《在城乡基层遇见“大问题”》的报告为
他们提供了一味“良药”。人居环境改造
整治理念，帮李胜珂“补足了理论之
钙”。张敏也感叹道，“从此以后，我想我
知道该如何开展群众工作了。”通过业
界顶尖老师的授课、学员之间的深入讨
论等一系列活动，选调生们再充电、再
出发。

“大道薪火”主题沙龙，在选调生们
与老师的讨论声中开始。基层治理、乡
村振兴、数字经济、科技创新，被分为四
个小组的选调生们展开了交流分享。

“我们希望能够把所有的选调生和北大
连接起来，加强选调生内部的联系和沟
通。”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负责人如
此期待。学员们全新的思路火花不断闪
现，对各地行政工作的认知清晰度和深
度也渐渐加深。

“毕业 14年来第一次回北京，再次
以学生身份回到学校，感觉既熟悉又陌
生。”顿珠这句“熟悉又陌生”，是所有选
调生们的心声。“博雅塔下宜聆教，未名
湖畔好读书”，来自五湖四海，从事不同
工作的他们，向教授学习、与同窗交流，
幸福和欣喜一如初入燕园门。

结业式上，北京大学校长龚旗煌不
舍地说：“北大是你们永远的家园，不管
大家走得多远，家就在这里，常回家看
看！”

有去处：“把北大人的智慧和力量，
带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从“伊通百通，财运亨通”，到“喝冰
岛茶，不怕冷”，再到“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勇立潮头”。选调生在谈起自己的工
作时，总不忘加上几句接地气的宣传
语，欢迎大家去做客。开班式上，顿珠代
表“薪火班”学员，从党委书记郝平手中
接过了旗帜，象征着北大选调生肩负新
使命、奔向新征程，薪火相承的坚定和
勇气。

选调生们扎根基层，与人民群众结

下血浓于水的深厚情谊。2023年7月，乌
兰浩特市于夜晚遭遇特大暴雨，李胜珂
所在乡镇的疏散工作举步维艰、一筹莫
展时，其他区域的村民自发赶过来帮
忙，“成群结队的人，有的背着老人、有
的牵着小孩、有的指挥调度，大家齐心
协力以最快的速度将涉险群众转移到
安全地带。”“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变
成了李胜珂的誓言和使命。物理学院
2016届博士毕业生向勇，刚来到云南省
临江市富宁县就遇到了黑木耳产业发
展的低谷期。作为云南省科技厅驻村工
作队的一员，他快速行动，“发现主要问
题在于技术力量薄弱，菌棒生产质量不
过关，请来的技术员在富宁‘水土不服
’。”为此，他带领当地人民学习考察食
用菌产业相关技术，建起先进的生产厂
房，开展专业的种植技术培训。如今，高
山里开出了大片“黑菇朵”。

在陕西省咸阳市，前沿交叉学科研
究院2017届博士毕业生王晨曲，把优质

教育机构对接到秦都区社区，解决群众
文化需求“急难愁盼”；在浙江省宁波
市，经济学院 2020 届硕士毕业生徐世
宇，踏遍了全村3.7平方公里的每一个角
落；在河北省雄安新区，国际关系学院
2018届硕士毕业生尚逸峰，用一堂堂生
动的党课，拉近了与乡亲们的距离，更
把自己当作了一颗螺丝钉扎进了雄安
基层建设之中。

2010年起，北大同各地相继开启了
定向选调生招录的合作，至今已有近
4000名北大青年人走上选调生道路，扎
根基层。选调咨询开放日当天，北京大
学百周年纪念讲堂广场前熙熙攘攘，一
张张崭新面孔，一句句真切回应，把寒
意未消的燕园烘托得温暖火热。“相信
在你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会有更多同学
加入到选调生队伍中，把北大人的智慧
和力量带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也是你们为母校发展做出的一项重
要贡献，感谢你们！”龚旗煌校长的一番
话，是对选调生的认可，也是对青年学
生的希冀。

在边远的小镇，在静谧的村落，没
有闪光灯，无须麦克风，但是选调生们
的付出，群众接过新居钥匙泛起笑容时
记得，百姓收到款项抹去泪水时记得。
他们的成长，他们的前路，百姓记得，北
大记得。这是“薪火班”谱写的时代之
歌，是将根扎进泥土里的青年人的故
事，心火不息，薪火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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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报记者 肖涵 李慧宁

作为社会学系青年教师，张春
泥有两张名片，一张是学生口中的

“春泥女神”，另一张是公众号“统
计课是纸老虎”的号主“Dr.喵”。浏
览公众号往期的文章，会发现其中
既有教材、书单推荐等学习指导，
又有“爱情统计学”“奶茶引发的统
计思维创新”等趣味话题，从中或
许能窥见张春泥颇受学生欢迎的
原因。在采访中，张春泥将自己的
学术经历和教学心得娓娓道来，有
趣而不失严谨，这是张春泥给记者
的最深印象。

一、学术人生，从心而行

张春泥和社会学的相识始于
偶然。2003 年填报高考志愿时，张
春泥填报了中山大学的中文、经
济、法学等专业，最终却被调剂到
了社会学系。在上了两次蔡禾教授
的《社会学概论》课程后，张春泥觉
得社会学很有趣，充满了深刻的思
索，为我们理解复杂的社会现象提
供了多元的视角，“既来之则安之，
就好好学吧”。

张春泥进入社会学系时，正值
中国定量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
期”，此时诞生了许多大型的社会
调查项目，国内外社会学者的交流
也很频繁。从中山大学到北京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浓厚的学术氛
围、丰富的学术资源、不同阶段老
师的悉心指导都为她走上学术道
路、最终“入行”提供了莫大帮助。

得益于中山大学社会学系重
视调查实践的浓厚氛围，张春泥获
得了一些参与学术研究的机会，从
构思选题、统计运算，到写作表达、
论文投稿等，她都得到了锻炼，并
凭借优异的成绩顺利保研到北京
大学社会学系。“到北大以后我发
现，自己在实践方面得到的锻炼比
周围同学要更多一些，其实那时候
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好用的科研
助理。”

硕士导师刘爱玉的包容型教
学风格让张春泥受益匪浅。刘老师
鼓励甚至资助张春泥参加北大的
学术讲座、暑期课程，也支持她参
与系里其他老师的科研项目。也正
是在刘爱玉的推荐下，张春泥认识
了当时在密歇根大学任职的谢宇
教授，后来在谢教授的门下攻读博
士学位。“谢老师对我的学术眼界
和学术品位的影响是最大的”，据
张春泥回忆，谢宇在密歇根大学的
二十多年间，几乎听遍了学校里所
有的社科类讲座，不论讲座内容与
自己的研究是否有关。受谢老师影
响，张春泥也喜欢涉足不同研究领
域，她也因此具有了更加广博的学
术视野，储备了丰富的知识。

张春泥坦言，在学术道路求索
的过程中，自己并非一帆风顺。有
一次，在香港中文大学读博期间，
她的另一位导师谭康荣教授在聚
会上讲了大家耳熟能详的龟兔赛
跑故事，并问在座同学，为什么乌
龟的活动范围可以穿越大洲，而兔
子不能。这个问题引发了张春泥的
思考：“乌龟会赢其实也不完全是
因为坚持，问题的关键在于比赛的
终点在哪里。如果赛程是短距离
的、终点的位置非常明确，那么乌
龟无论如何也跑不过兔子；但是如
果赛道是长距离的、目标是非常不
确定的，这时候谁能坚持下来谁就
能胜利，乌龟的胜算就会大得多。”
学术道路是枯燥、充满不确定性
的，有许多“天赋异禀”、在学术成
就上领先的同辈在不同路段上选
择了放弃。张春泥相信坚持在科研
中的重要性，她的心得是“小事随
脑，大事随心”。对于小事可以精打
细算、货比三家，但是对于人生规
划这种大事，就不要再处处权衡利
弊，因为每一个选择都有利弊，每
个人也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所以
只能遵从自己的内心，选择自己最
想做的事业。

二、多领域开花：坚持理论与
实际相结合

张春泥的研究涉及农民工就
业与收入、中国宗教测量、青年私
生活、中国家庭结构变迁与社会分
层等多个领域。这一方面是受谢宇
教授开放性和多样性的学术兴趣
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源于她自身的
研究经历。从研究生阶段起，张春
泥就开始参与北京大学中国家庭
追踪调查（CFPS），从撰写调查报告
到参与问卷设计和数据采集，她都
置身其中。目前，作为该调查项目
的联合负责人，她深刻体会到做社

会调查兼顾不同领域学者研究需
求的重要性，这对知识面的丰富程
度也就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

在多样的研究领域背后，贯穿
着她对学术研究“有意思”和“有价
值”的追求。最初选择研究主题是
因为觉得某些现象不同寻常，深入
研究后，她越来越意识到社会学的
意义所在：一方面能为以后的研究
留下珍贵的记录和资料，另一方面
新的研究成果可能会纠正人们原
有的偏见和误解。特别是中国的社
会学现象中有许多不同于西方的
特点，仍待中国本土的社会学家们
去探索。

在张春泥擅长的定量研究中，
方法的选择和改进对于研究非常
重要。例如，在中国宗教调查中，一
方面，从事定性研究的学者认为中
国是典型的宗教人口大国：各种神
灵应有尽有，算命、进香、祭祖等宗
教活动随处可见；但另一方面，以
往历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信
仰宗教的人口比例从未超过 15%。
张春泥与同事卢云峰合作，分别负
责定量研究和定性分析，双方结合
所长，发现了以往结论掩盖下的有
趣现象。由于中国的宗教信仰不是
完全排他的，受访者对宗教的定义
与边界也没有清晰的了解。如果用
既有的西方测量工具来调查信仰
状态，可能会导致漏报和误报。基
于此，在CFPS2014的问卷中，他们
将原本宗派本位的测量方案改为
神灵本位的测量方案。改进问法
后，中国五大宗教的信徒在样本中
的比例提高了约7%-10%。

再如，张春泥将社会学理论与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离婚
家庭子女的表现提出了新见解。以
往西方的研究结果表明，经历父母
离婚的子女在诸多方面不如完整
家庭的子女表现好，但张春泥的研
究却发现，中国离婚家庭中成长的
孩子并没有明显的劣势。相反，如
果让情感破碎的夫妻勉强共同生
活下去，父母之间频繁的争吵或许
会对孩子造成比离婚更大的伤害。

张春泥努力使自己的研究给
社会带来切实影响。2022 年 12 月，
在“让独自抚养不再难——关注独
抚母亲的困境和需求”媒体沙龙
上，张春泥线上进行了以“中国单
亲人群的特征与社会处境”为主题
的分享。基于相关研究成果，她强
调应该破除对离婚家庭子女的刻
板印象，打破偏见。在讲座直播过
程中，张春泥看到不少弹幕对她的
观点表示支持。“有很多观众说自
己就是单亲家庭长大的，但还是很
优秀，”张春泥说，“我很高兴能为
这个群体说一些话”。

三、言传身教：以趣味、严谨和
耐心贯穿教学

在“北大树洞”里搜索张春泥
的名字，会看到同学们对“春泥女
神”如潮般的好评。有人说“教育社
会学思考”课“内容非常有趣”“讲
课非常清晰，课堂气氛也很活跃”，
有人说“本科四年第一次遇到‘社
会统计学’这样设计如此清楚、任
务量如此合理、安排如此科学的课
程”。

张春泥的教学理念与学术研
究经验一脉相承，都强调趣味优
先，“在大学特别是在北大当老师，
首先是要做一个有趣的人。老师不
应该靠点名让学生学习，而是要用
课程的趣味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
我们也要跟年轻人学一些新事物，
了解他们的梗”。比如讲到列联表
的相关知识时，张春泥会使用《此
间》编辑部对北大学生的恋爱状态
和态度作为课堂练习的案例，更多
的趣味案例则被分享在“统计课是
纸老虎”公众号上。

对于本科生的培养，张春泥把
逻辑思维能力放在首位。她曾经给
学生举过一个例子，对定量研究的
认识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靠天吃饭”，统计软件输出什么，
你就接受什么，能不能得到显著的

结果全凭运气好坏。第二个阶段是
“靠技术吃饭”，能够通过技巧来解
决问题、优化分析，以及知道一些
分析技术上的陷阱。而最高层次是

“靠想法吃饭”，能够凭借洞见和对
数据的敏感性引导研究，在跑数据
之前就知道得到的结果可能会是
什么，或者看到某个统计结果，能
够直觉判断出它是不是对的。所以
解决问题的逻辑其实比具体的知
识更为重要。

除了学业上的指导，张春泥也
非常关心学生的个人发展，尊重学
生的多元选择。她深知科研工作需
要长期坚持，对于不愿读博深造的
同学，张春泥不仅支持他们就业，
还会在师门聚餐的时候邀请行业
前辈，帮助学生扩展人脉资源。对
于有兴趣耕耘学术的研究生，张春
泥会尽自己所能地提供细致的指
导，培养他们独立科研的能力。

2021 级硕士研究生潘修明回
忆道，在他和张春泥老师合作完成
一篇论文的过程中，“张老师先写
了初稿，然后我再进行修改完善，
比如数据分析、制作图表等等。这
个过程就像打乒乓球，我修改一
稿，老师修改一稿，然后再交给我，
这样一遍遍改下去，来来回回总共
有七次。”在申请读博时，他曾一度
陷入焦虑和迷茫：“其实老师是一
直希望我去读博的，但是她没有倚
仗长辈的身份帮我做选择，而是来
开解我。老师说，‘人生很多事情都
是破釜沉舟去追求的，没有那么多
最优，没那么多趋利避害’”。对此，
张春泥分享了自己的心得体会之
后，鼓励潘修明调整好心态，把眼
下的事情做好，把已经开始的事情
做完，“人生的回报都是在专注眼
下时得到的。”

从趣味出发，既是张春泥进行
学术研究的驱动力，也是她开展课
堂教学的魅力所在；将严谨和耐心
贯穿始终，既是张春泥从事科研的
信条，也是她对待学生的态度。用
这样的方式对待教学和科研，张春
泥得到了学界和学生们的认可，在
2020 年和 2021 年分别获得北京大
学黄廷方/信和青年杰出学者奖、北
京大学王选青年学者奖。

女学者应当是什么样子的？从
怀揣对大学老师的憧憬踏入学术
圈，到在社会学的黄金年代跟随海
内外名师学习，如今自己也成为学
生口中的“女神”老师，张春泥一直
在思考理想的教师形象。学术圈不
乏渊博的、宽厚的或有趣的男学者
或年长的女学者，鲜有公认的女性

“版本”。作为青年学者，张春泥希
望自己可以有更多的独特之处，

“我希望女学者可以不用变得和男
学者一样，比如可以保留对美丽的
追求、对家庭的关怀。我家里有两
个小孩，我希望既可以做一个好学
者，也可以做一个好妈妈。在这方
面，我一直努力成为学生特别是女
生的榜样”。

“薪火班” 纪事

张春泥张春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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