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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llo，湖南大学在B站的朋友，大

家好。我是……”夜幕降临，打开电脑、

台灯，戴上耳麦，于涵宇就成了B站的网

红UP主。

一两个小时的直播里，正如她在 B

站里的网名“一点人生经验HNU”一样，

收看直播的网友们分享到了“一点人生

经验”——关于毕业，关于就业。

今年6月24日，于涵宇邀请了湖南

本土企业中建五局的人力资源负责人，

从用人单位角度，对学生进行了秋招指

导。当天，近6千名学生“在线围观”、提

问。

于涵宇没想到，一个大学辅导员成

了“网红”，也没想到就业指导“上云”后

带来的影响。促成这一切的，是那场突

然到来的疫情。

时间回到2020年1月底。那

时，同新冠肺炎疫情一样肆虐

的，还有大学毕业生的焦虑和无

措。

“很多学生问我‘于老师，怎

么办呀’，说实话，真的放不下学

生。”大年三十，于涵宇就从甘肃老家匆

匆赶回长沙。在与学生们深度沟通后，

她决定将就业指导搬到“线上”。

“一开始并不顺利。”于涵宇坦言，受

疫情影响物流不畅，她辗转好几家平台

才买齐直播用的补光灯、调音台、声卡等

设备。为了最快速度上线就业指导课

程，她熬了几个通宵，调查学生的需求和

困扰，联系了几十家用人单位，了解新的

招聘需求和方式；在最短时间内，针对疫

情下的求职新形势设置就业指导内容

……

于涵宇邀请从事互联网职业的丈夫

加入，提供技术支援。终于，在5天后的

大年初五，于涵宇将就业指导课搬上了

学生粘性高的B站。

由于风格活泼、教学内容“新”而实

用，很快，闻讯观看于涵宇直播的学生越

来越多，甚至吸引了大连理工大学、兰州

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也来观看。其中，人

数最多的一场有1.3万人同时在线。

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张

思斯是直播的直接受益者之一。2020年

秋招时，张思斯已成功签约一家企业，疫

情来袭却让她“被迫失业”。于涵宇联合

导师，一方面在线上做就业指导，一方面

积极对接对口企业、校友会，让“张思斯”

们成功入职心仪的企业。

“有次接于老师电话，我妈就在旁

边，挂断之后她非常感慨，说有这么爱护

学生的老师，是你们的福气。”回忆那段

夹杂着焦虑和欣慰的时光，张思斯语气

里流露着感恩、感慨。

“云上就业指导”让于涵宇迅速走

红，并走上教育部的新闻发布会，向全国

同行分享经验。

对于走红，于涵宇自己“不觉得做了

一件多了不起的事”。多年来，她为学生

指导、修改简历 1000 余份。一张张“生

涯彩虹图”、一场场“就业指导讲座”、一

次次与用人单位的深度沟通，她不断创

新工作方法，把学生们“扶上马，送一

程”。

“直播走红，其实也是用学生喜闻乐

见的‘新’方式解决大家的实际困难。”于

涵宇说。

去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呈小规

模、散发状态，于涵宇的直播也随之“常

态化”进行。今年以来，大大小小的直

播她每个星期都会举办 1～2 场。在她

的影响下，学校辅导员工作室的同事、

对口单位的“伙伴们”也加入了直播“大

家庭”。兄弟院校的招生就业处也发来

邀请，请求于涵宇通过直播提供专业指

导。

“毕业、就业，是人生路上的一个重

要节点。”于涵宇已决定把“网红”继续当

下去，把直播做得更系统、更专业，为更

多学生服务。

如今，秋招即将到来，于涵宇又把短

视频运营提上了日程，“学生在哪里，我

们就在哪里。学生们喜欢的抖音，我们

已经安排上了，即将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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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学校邹学校：：颗粒种进学生心颗粒种进学生心

于涵宇：直播带“岗”育新人
华声在线·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胡杏子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余蓉

【名片】邹学校，男，汉族，1963年6月生，中共党员，湖南农业大学校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35年来，他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带领团队和学生“把论文

写在大地上”，在辣椒种质资源创制、育种技术创新、新品种培育等方面取得

了系列创造性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2021年“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等荣誉。

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提名奖

9月4日，湖南农大离秋季开学只有

一周时间了，为做好开学工作，校长邹学

校忙碌了一整天。

这位被赞誉为“辣椒院士”的科研工

作者，在湖南农业大学学生心中，是位和

蔼可亲的好老师、好校长。

2017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以来，

慕名而来的学子越来越多，邹学校总是

要给他们上一堂“入门课”，上课的地点

有时在苗圃中，有时在菜市场、在老百姓

的田间地头、在食堂的餐桌上。

“研发什么品种好不要问我，要问老

百姓的菜篮子。”

“椒农真正遇到什么问题，就是我们

要去努力解决的问题，所以你不到田里

去，怎么发现真正的问题？”

……

这堂课，邹学校把它叫做“找到初

心”，爱农、事农、兴农，是这颗初心的内

涵。

湖南泸溪县是国家级深度贫困山区

县，1996年，邹学校第一次来到泸溪时，

既喜且忧。喜的是“这里简直是辣椒的

‘天堂’”，忧的是当地老百姓积贫积弱的

状况。

一开始，村民都不太信任这个寡言

少语的辣椒专家。在当地政府的支持

下，邹学校发起了示范种植项目，当年产

量就从亩产1000公斤增长到3000公斤。

从那之后的20多年里，邹学校带着

学生们在泸溪相继推广了“兴蔬301”“博

辣红丽”“博辣红牛”等辣椒品种 10 余

种。2020年2月泸溪正式“摘帽”，和贫

困彻底挥手告别，辣椒的火红成为这一

历史场景的动人底色。

邹学校的学生杨博智回忆，在手机

刚刚普及、接电话还要收费的年代，他每

个月电话费高达3000元，绝大部分电话

费，都花在了给农民答疑解惑。

学生周书栋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

陪着老师连夜坐火车、转汽车赶往椒农

的辣椒田，只因邹学校接到农民的电话，

辣椒遭遇了病害、寒潮……

“做科研，出成果虽然重要，但更重

要的是解决农业实际问题。”谈起邹学校

对自己的指导，胡博文说，这短短一句

话，如雷贯耳，也让海外归来求学的他第

一次深刻感受到，一个科学家应该树立

怎样的道德情操。

在读博士研究生李青也是受到邹学

校鼓舞，一头扎进了辣椒育种的研究工

作中。稳定的辣椒遗传转化体系一直限

制辣椒优良基因利用，为了解决这一“卡

脖子”问题，她从各种角度、使用各种方

法进行了反复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让她无数次想到放弃。

“搞科研失败是常态，要的就是不气

馁的精神。加油！”邹学校发现了苦闷的

李青，在实验室为她打气道。李青重新

积蓄起力量，又经过数月的实验失败和

反复尝试，最终有所突破，“成功的那一

刻，就是想到要将这一好消息告诉导师。”

这样的好消息在20年间不断传来，

如今，邹学校的学生中走出二级研究员

3人，三级研究员2人，四级研究员5人；1

人入选国家万人计划，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1人，全国杰出农业科研人才2

人。2人获国家五一劳动奖章，4人获国

务院特殊津贴。1人成为湖南省科技领

军人才，2人入选湖南省“121”人才工程

第二层次人选……

作为国家辣椒科研的领头人，邹学

校的目光从来没有局限在眼前的一亩三

分地，心中装着的是辣椒科研的蓝海。

湖南省蔬菜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峰对

此感受颇深。2012年末，刚为人父的他

沉浸在家庭幸福、科研工作稳定的“小欢

喜”中。这时邹学校却找到他，“我们的

基础科研薄弱，底层要突破！”一席话让

刘峰如梦初醒。尽管要和家人幼子分

开，刘峰毅然接受了老师的提议，前往在

分子生物技术研究处于世界前沿的美国

杜克大学学习。

多年过去，“卡脖子”技术难题早已

攻克，辣椒育种水平等全球领先，但刘峰

仍然没有停下脚步，“中国要在生物科技

领域掌握更多话语权，才能在未来的科

研中更加主动。”

一颗创新的辣椒种子，一座巍峨的

精神灯塔。

“辣椒院士”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

研精神、为国育人的教育情怀，正感染着

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引领着他们躬耕

田野，勇攀科研高峰。

【名片】于涵宇，1988年出生，中共党员，湖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辅导员。她全力做好新时代

创新型辅导员，用心用情培育理想信念坚定的时代新人。曾荣获湖南省高校辅导员年度人物、湖南省

就业创业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近日，她荣获2021年“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提名奖。

▲疫情期间于涵宇在家开展就业指导直

播活动。

▲邹学校指导学生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