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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鑫是凉山州冕宁县人，15岁
考上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2018年
考上南京大学。去年，他收到了香港中
文大学计算机系全奖直博录取通知书，
今年8月，他将在芯片自动化设计领域
深造。

感谢师长、感谢自己

在毕业论文的致谢里，陈时鑫感谢
了师长、同学、家人、朋友，也感谢了自
己。“出身农村的我，沐浴着山风长大
……初中我拥有了自行车去县城走读，
早晨带着星光出发，晚上又披着月色回
来；高中十五岁的我，到离家300公里的
成都求学，我抓住一切时间学习，成绩是
我的救命稻草；大学我努力学习，依靠自
己负担了全部学费生活费。”励志的毕业
感言，让他赢得了无数网友点赞。

更励志的是，陈时鑫在大学期间不
仅综合成绩名列前茅，获得国家奖学金
等各项荣誉，还获得大学生创新创业项
目国家级优秀结题、江苏省电子设计竞
赛二等奖。由于在学业、科研、竞赛等
方面的出色表现，2021年，他收到了香
港中文大学CUDA实验室（芯片设计

自动化世界第一）全奖直博录取通知
书，这在南大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凉山走出的农家孩子

陈时鑫出生在冕宁县的一个小山
村，村里人的收入主要靠种地或外出打
工。在他小时候，父亲离开家去外地打
工，母亲在家侍弄着田地，他懂事早，在
农忙时节帮母亲做农活。插秧、割谷
子、喂猪，几乎所有的农活他都干过。

奶奶不幸瘫痪在床，陈时鑫协助母
亲照料奶奶，为老人擦身体、洗衣服。
那时家里的经济尤为拮据，他周末到山
上捡菌子、摘茶叶，到河沟里捉泥鳅，然
后拿到县城卖，一天下来能挣几块钱。
读初中时的花销更大，为了节约开支，
他不在学校食堂吃饭，上午上完课后骑
车回家自己做午饭，午饭后又急着骑车
回学校，晚上8点再回到家。他舍不得
花钱，一个书包从小学四年级背到初中
毕业，课外书大多是找同学借。

初中毕业时，怀着走出大山的愿
望，陈时鑫参加了成都市的外地生招
生考试，并被成都石室中学北湖校区
录取。

大城市的消费远比家
乡高，为了不给家里增添
负担，陈时鑫常常打最便
宜的饭菜，从来不买零食饮
料；同学们买各种各样的辅导
书，为了让自己不落后，他就捡
高三学长丢弃的辅导书，每一
本都认真做完。刚到成都时，他
与同学的差距不是一点点，但他
不服输，凭借坚韧的意志，经过一年刻
苦努力，高一期末他的成绩排到班上前
十，高二后稳定到前三，多次考年级第
一名。

立自强志，强中国芯

2018年，陈时鑫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南京大学，他选择了电子科学与工程
专业。“立自强志，强中国芯”，一直是他
的信念。

陈时鑫是年级中最早入党的学生，
在担任学院团委副书记期间，他组织举
办了20余次有影响力的活动；担任青
年志愿者协会主席，他积极参与各项志
愿活动；他还获得优秀共青团干部、优
秀学生标兵等多项荣誉。他被南京大

学推荐为“大学生自强之星”，经过层层
选拔，成为江苏省唯一候选人参评全国
自强标兵。

在论文致谢信结尾，陈时鑫写道：
“能够走出大山，不断向外扩展，让我的
人生遇见了更多的可能性。那些启发
过我的老师，千山万水，师恩永念；那些
同行求学的伙伴，世事经年，情谊如
金。曾经的那些奋斗经历虽然已经远
去，但是根植于我的心中，当时时警醒，
常常自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南京大学毕业生、凉山小伙陈时鑫
的毕业论文致谢让人泪目

那些启发过我的老师

千山万水，师恩永念
那些同行求学的伙伴

世事经年，情谊如金

初中拥有了自行车
去县城走读，早晨带着
星光出发，晚上又披着
月色回来；高中考上了
成都石室中学，一年只
回两次家，图书馆自习
室就是他的家。“我拼命
把自行车骑到最快，在
田间水泥路上碾压着自
己的青春……”最近，南
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
学院学生陈时鑫的本科
毕业论文在网上火了，
致谢部分言辞情真意
切，让人泪目。

陈时鑫

近日，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
学院的凉山小伙苏正民因毕业论文中
6000字的致谢火了。在致谢中，他回忆
了自己艰辛但充满希望的求学之路，并
点名感谢65位帮助过他的人。

6月1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联系上苏正民，他对记者的关心表示
了感谢，并礼貌回绝道：“目前不接受采访
了，我想安安心心把本职工作做好。”苏正
民说，最近他特别忙，下个月将回到家乡
凉山支教，继续他发起的阿依助学计划。

致谢是自己随心而发所写
“未曾想过蹭热度”

苏正民的致谢出现在网络上后，绝
大多数人被他的文字和人生经历感
动。不过，也有个别网友质疑他是在毕
业季蹭热度。

为此，苏正民在朋友圈作了一个说
明。他说，之前的致谢是自己随心而发
所写，未曾想过蹭热度，“就是单纯写一
下记录一下，有很多很多不严谨而且不
齐全的地方，好多想感谢的人都没有完
全写进去，后来有空的时候又重新完善
了一下。”他说自己是一个实事求是的
人，平生最讨厌的就是投机取巧，“若是
误解也无所谓了”。

此外，苏正民还因论文没“出圈”，
致谢却引发热议而感到惭愧：“对不起
我的指导老师。”

被致谢者、公益人士翟珉：
“他就像我弟弟一样”

翟珉是苏正民点名感谢的65个人
中的一个。

翟珉原本在上海经营企业，2018
年开始投身大凉山教育公益领域，因拍
摄教育公益纪录片《阿依的春天》与苏
正民相识。

那是2019年 7月的一天，翟珉在
普格县探访一个小学夏令营时，苏正民
正组织孩子们搞夏令营活动，两人初次
相识。后来，苏正民又在凉山州教育基
金会做志愿者，经常协助翟珉的公益项
目做一些志愿工作，就这样，两人熟络
起来。

翟珉拍摄的《阿依的春天》，将镜
头对准凉山彝族青少年群体，希望借
由榜样的力量，让更多的凉山孩子能
看到未来更多的可能性。拍摄得越
久，翟珉对凉山了解更深入。2020年
4月，她调整了纪录片的脚本，想拍一
个离开凉山又回来反哺凉山的大学
生。因为了解苏正民，自然而然地，翟
珉把他作为了拍摄对象，两人经常一
起聊心里话。“他就像我的弟弟一样，
有好消息会与我分享，有重大的事情
也会找我商量。”翟珉说。

苏正民经常要打工挣生活费，翟珉
担心这样会影响他的学业，于是帮助他
和他的妹妹成功申请过一份来自企业

的奖学金。翟珉认为，这或许是苏正民
感谢她的缘由。

对于6000字的致谢内容，翟珉认
为这应该是苏正民的真情流露，也是对
自己求学生涯的一次系统性回顾。

“他感谢了党和政府的政策，还有
65个人，这说明他很清楚，他的成功不
是他一个人的功劳。”翟珉说，她相信，
这份感谢的真诚，不是为了写而写，更
不是为了在毕业季蹭热度。

他曾多次瞒着妈妈去献血
即将回家乡凉山支教

在翟珉心中，苏正民是一个特别正
能量的人。“他个性羞涩，对人友好，懂
得感恩，挺刻苦，是一个非常努力向上
生长的孩子。”

翟珉透露，苏正民为了感恩社会各
界对他的帮助，曾多次瞒着妈妈去献
血。

翟珉认为，应该正是苏正民的这种
自身努力又主动奉献的精神感染了很
多人，所以在他成长的路上，才会不断
遇见不同的好心人，托举着他不断前
行。他是属于“自助者天助”型的孩子，
成功实现了自助—别人帮助他—他感
恩社会—别人继续帮助他的良性循环。

下个月，苏正民将回到家乡凉山支
教，翟珉期待他们的再次相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周翼

苏正民在毕业典礼上发言。

图据苏正民朋友圈
苏正民在朋友圈的说明。

点名感谢65位帮助过自己的好心人

6000字论文致谢刷屏的凉山小伙即将返乡支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