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李志峰

一等奖得主、西南大学新闻传媒
学院杨志远：

用好评论的笔去体悟世界，
体悟生活

以文字类评论作品《让红色资源成为
亮眼名片》获得首届重庆大学生网络评论
大赛唯一的一等奖，谈及获奖心得，杨志远
充满了惊喜和激动。他说，能够获得这份殊
荣，归功于自己对红岩文化的理解和思考，
写作的时候他是一蹴而就，一气呵成的。

杨志远喜欢探究历史、观察生活。新
闻评论课他尤其喜欢，从没有落下一节
课。在本科导师秦红雨的指导下，他渐渐
对红岩文化有了深入的了解。

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期间，他寻
访了不少红岩资源，收集了大量的史实，主
持承担了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项目《互动视觉场：红岩的空间生产研究》，
对红岩文化和重庆红色资源有了进一步的
思考。

杨志远说，《让红色资源成为亮眼名
片》这篇作品里，自己结合了空间的视觉场
域，将沙坪坝的城市治理与红岩文化相结
合，体现出独特的城市记忆。他说：“自己
将以‘渝论·青年说’为新起点，继续用好评
论的笔，去体悟世界，体悟生活，写出更多
满意的作品。”

西南大学青马微声网络文化工作坊：

体会到创新潜在的巨大能量

本次大赛，大部分参赛作品均为个人
创作，但也不乏团队的集体智慧结晶。来
自西南大学青马微声网络文化工作坊创作
的图画类作品《雄关“漫”道来时路，六中全
会“宣”新篇》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获得了二
等奖。

据该工作坊成员之一、西南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2020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
生郭嘉仪介绍，青马微声网络文化工作坊
下辖于学校党委网络工作部，挂靠于学校
马克思主义学院，依托成立已有25年历史
的西南大学学生宣讲团，建设了微信、微
博、抖音等多媒体平台，通过网文、漫画、视
频、音乐等传播手段，是学校青年学子创新
理论传播的新阵地。

创作《雄关“漫”道来时路，六中全会
“宣”新篇》前，成员们进行了头脑风暴，集
思广益。工作坊成员们采取了西南大学学
生宣讲团的卡通形象“小团子”和“思铭”作
为漫画的两个主人公，并依据文字内容精
心选择场景和资料，创作出的18幅漫画，
深受读者喜爱。

“漫画的尝试，让我们看到了在网络平
台唱响主旋律的新的融合方式，体会到创
新潜在的巨大能量。”郭嘉仪和她的伙伴们
表示，通过本次大赛，他们深深感受到团队
创造的力量，今后将继续深入探索新闻评
论的表现方式，让评论更加接地气。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王瑞琳：

用情、用心、用力讲述更多普
通人的故事

“参加此次大赛并获奖，这是我评论之

路的全新起点。”自己创作的《在一杯凉茶
里感受城市温情》成为首届重庆大学生网
络评论大赛三件二等奖作品之一，王瑞琳
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作为新闻本科生的一门必修课程，从
去年暑假开始，王瑞琳就尝试评论写作。
在第一篇评论里，她关注的是外卖小哥。
后来，她还写过草根出身的全红婵，写过烈
日下中暑的核酸检测员……在评论写作
中，她总是更多地关注生活中那些平凡的
人和事。

通过写作她也愈发坚信，宏大的时代
是由一个又一个微小却不微弱的个体构
成，每一个人群、每一个故事背后都有值得
深思的社会因素。她说：“身为青年，眼中
要有身边人、身边事，更要看得到天下人、
天下事。”

王瑞琳说，《在一杯凉茶里感受城市
温情》创作灵感来源于她在沙坪坝区进行
的一次实地走访调研。在她看来，“评论
写作是扩展眼界、锤炼思维的最好方式。”
近一年来，她的新闻评论写作超过十万
字。她表示，今后，自己将一直用情、用
心、用力地讲述更多普通人的故事，展现
时代风貌。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杜翼：

从工业遗产保护和开发中汲
取创作灵感

今年在读博士二年级的杜翼，创作的
图文并茂融媒体作品《关注工业遗产，点亮
城市文化空间》获得三等奖。他表示：对这
个结果很满意，但还有上升空间，下一次大
赛再精心制作，争取拿一等奖。

杜翼的身上，洋溢着当代青年学子的
朝气。喜欢摄影和摄像的他，在2018年拍
过一个三线工业遗产的纪录片，积累了一

些重庆工业遗产的素材。这成为了他此次
参赛作品的灵感源泉，让他的作品能在几
千篇投稿中脱颖而出。

“我是重庆人，小时候住的地方离这些
老厂房、工业遗址也很近，留下了许多童年
美好回忆，现在也常常回去看一看，十分关
注它们的保护和开发。”杜翼的作品对工业
遗产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科普，巧妙地从
两会的相关议题嫁接到对工业遗产的解
析，介绍了重庆工业遗产的情况，以及其背
后蕴含的社会、艺术、历史文化价值等内
容。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唐亮：

评论作为一种传统应用文
体，可和新媒体平台结合进行传播

虽然学的是枯燥的大数据，但笔下的
描绘却是情真意切。来自重庆城市职业学
院的唐亮，用作品《新时代青年有话说》充
分展示了评论的力量。

唐亮平时很喜欢看报纸，喜欢浏览新
闻网站。尤其是对时政消息，他格外关注。

唐亮从报纸上看到广西南宁市马山县
周鹿镇武平村双料屯残疾青年黄仁弟，身
残志不残，不等不靠，用自己的辛勤和汗
水，将草莓种植产业做大，书写了残疾青年
的奋斗青春。这个报道给唐亮留下深刻印
象，也激发了他创作《新时代青年有话说》
的灵感。

“我就是想表达青年学子应该有的自
强、拼搏，而不是碌碌无为。”唐亮说。

唐亮称，身边的同学们都喜欢看各类
短视频，它们短小、容易传播，而评论作为
一种传统的应用文体，也可以和新媒体平
台结合，以当下青年学子喜闻乐见的方式
进行传播。希望下一届重庆大学生网络评
论大赛整合更多的媒体平台，做大做强。

从首届重庆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收获了啥

听听这些获奖学生代表的心声

6月17日，“渝论·青年说”
首届重庆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
落下帷幕。活动由市委网信
办、市教委、沙坪坝区委、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重庆日报
（重庆日报网）承办，全市各高
校党委宣传部协办。当天，50
件网评作品从3817篇参赛稿件
中脱颖而出，分获各类奖项。

评委专家如何看首届重庆
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重庆日
报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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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志峰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媒介法规与伦
理研究委员会常务理事刘海明：

一次青年学子展示才华的
思维训练大赛

“举办首届重庆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
具有开创性意义。”作为首届重庆大学生网
络评论大赛的专业评委之一，刘海明说，本
届大赛由市委网信办、市教委、沙坪坝区
委、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重庆日报(重
庆日报网)承办，体现了对网络评论工作的
重视，以及对青年大学生这一充满青春与
活力群体的高度关注，既可以从比赛中发
现写评论的好苗子，也给大学生一个展示
才华的平台。

刘海明认为，本届网络评论大赛是一
次思维训练大赛，“从评论写作中可以践行
实事求是精神，弘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传
统。在青年学子成长的过程中，为群众的
鼓与呼，就是真正的最大增量。”

首届重庆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已经圆
满落幕，刘海明说，互联网没有国界，网络
评论大赛也不该有地域之别。重庆正在建
设国际化大都市，未来继续举办的大学生
网络评论大赛也该有全球视野，扩大参与
面。

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党委
网络工作部部长黄杰：

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方
式，彰显时代感、大众化、青春态

“当代大学生既是网络新媒体的受众，

更是改善网络生态的重要力量。”黄杰说，
首届重庆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的举办正逢
其时。

在黄杰看来，本次大赛以“渝论·青年
说”为主题，不仅扛起了塑造大学生精神的

“思想大旗”，打造了大学生坚定立场的“表
达空间”，更是吹响了思想共识的集结号，
架起了党和政府、教育界、传媒界融合创新
的桥梁，在激浊扬清中构建着网络空间文
化共同体。

“当代大学生视野广阔，观点独到，一
股青春的力量扑面而来。”仔细阅读了每一
篇获奖作品后，黄杰说，能感受到本次大赛
不同于传统评论比赛，运用新技术、新手
段、新方式，直面时代问题、社会热点、焦点
话题，彰显了时代感、大众化、青春态。

此外，大赛精心组织师生实地探访、专
项调研、现场评论，给黄杰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认为，在实践中提升了学生的“脚
力、眼力、脑力、笔力”，这场评论之旅，也是
青年大学生的社会发现之旅、精神成长之
旅、思想融合之旅。他说：“大赛为我们发
掘、培育和磨砺了一批有思想、懂网络、善
表达的大学生网评骨干，为学校创新教育
教学方式方法、营造良好办学舆论氛围，提
供了新思路和新路径。”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中心主任宋龙华：

一次社会协同育人的全新尝试

宋龙华介绍，为了组织好比赛，学校在
校内进行了广泛宣传，在发动全体学生积
极参赛同时，特别重点动员了专业特色更
相近的新闻学院学生。在收稿截止日期到
来之前，学校把收集到的参赛作品进行了
统一推荐。

本次大赛，西南政法大学参赛学生团
队覆盖本硕博多个学历层次，参赛作品视
野开阔，聚焦了文化传承、食品安全等各个
领域。在宋龙华看来，学生们对社会热点

问题思考比较深刻，提出了一些新颖观
点。作品形式多样，除文图之外，还有融媒
体作品。

“网络评论是相对比较难驾驭的写作
形式，这次大赛为各个高校擅长或者有志
于写好网络评论的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
练习和学习平台。同时，也为学校发现评
论人才提供了契机。”宋龙华称，本届大赛
由市委网信办、市教委、沙坪坝区委、重庆
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重庆日报(重庆日报
网)承办，是社会协同育人的一次全新尝
试。

宋龙华说，受本届大赛启发，学校将会
配套举办网络评论大赛，并把对学生的网
评能力训练与网络育人工作、与校园网络
文明建设相结合，在助力学生成长成才的
同时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部
长夏泽胜：

优秀作品推送到各高校，叫
响“渝论·青年说”品牌

“学校的学生们对本次比赛的热情，远
远超出了我的想象，他们的收获也十分丰
硕。”夏泽胜说，大赛期间，文学与传媒学院
学生陈伯青连续在重庆日报发表5篇评论
文章，让他意外和欣喜。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还借鉴“渝论·青年
说”，开展了“二师青年说”，选拔出一些从
事评论的好苗子。

“首届大赛十分成功，学生们的作品集
中体现了时代性、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
和实践性。”夏泽胜说，对广大青年学子而
言，本次大赛发挥了思想领航、舆论导向、
启智润心、立德铸魂作用。

本次大赛投稿内容涉及时事政治、网
络文明、教育文娱、社会热点等多方面，很
多作品令人耳目一新。通过大赛可以总结
出：网络评论工作要与专业和思政课程相

结合，要与新思想理论宣讲相结合，要与宣
传阵地建设相结合，要与学生暑期社会实
践活动相结合，这也让高校宣传部门深受
启发。

他建议，本次大赛的优秀作品可推送
到各高校，以此影响更多网评青年人才，叫
响“渝论·青年说”品牌。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组织
宣传部部长徐虹凌：

打造了一个唱响时代主旋
律的正能量平台

徐虹凌介绍，为组织好本次大赛，学校
成立了以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为牵头
部门，各教学院、系为成员单位的大赛组织
组，通过召开专题会、选题会、培训会等方
式，在师生中开展广泛的宣传和引导，并以

“学习大讲堂”、青葵网络文化工作室为依
托，与学生面对面开展选题、研讨和指导。

整个大赛期间，学校共收到经院、系两
级遴选后报送的各类网络评论作品200余
件。这其中，以文字评论为主要形式，占比
约80%；也有少数学生尝试用漫画和视
频，创新开展网络评论。

“在学生们提交的作品中，对‘网络暴
力’相关话题关注度较高。这也从侧面反
映出，举办这场比赛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徐虹凌说道。

徐虹凌认为，本次大赛为当代青年学
生唱响时代主旋律提供了一个充满正能量
的网络平台，“对参与的学生来说，通过观
察生活、打磨作品、学习其他优秀网络评论
作品，提升了个人的思维、认知和写作水
平。”

对学校来说，通过组织学生参与这样
的大赛，能引导青年学生感受生活，严谨、
富有建设性的思考，理性地书写文字，这对
推动高校思政教育人本化、生活化起到了
积极的作用。

一场社会发现之旅 一次协同育人尝试
——评委专家点评首届重庆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

谈及参加本次大赛的收
获和心得，获奖学生代表表
示：评论写作是扩展眼界、锤
炼思维的最好方式，今后，要
更加用情、用心、用力铭记和
谱写人民的故事与时代篇章，
让网络评论出现更多青年理
性的声音。

“渝论·青年说”首届重庆大学生
网络评论大赛获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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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名单(共50件)

一、一等奖获奖作品(1件)
文字类

《让红色资源成为亮眼名片》(作者：杨志远/西南大学)
二、二等奖获奖作品(3件)
(一)图画类
《雄关“漫”道来时路，六中全会“宣”新篇》(作者：青马微声

网络文化工作坊/西南大学)
(二)文字类

《党徽在胸前 共鸣不言中》(作者：李宛蓉/重庆大学)
《在一杯凉茶里感受城市温情》(作者：王瑞琳/重庆大学)
三、三等奖获奖作品(6件)
(一)融媒体类

《青春斗》(作者：韩秋婷/重庆师范大学)
《关注工业遗产，点亮城市文化空间》(作者：杜翼/西南政法

大学)
(二)文字类

《让人民拥有更好的“医”靠》(作者：陈馨雅/重庆三峡学院)
《历史虚无主义是对国家尊严的挑战》(作者：田雨松/重庆

大学)
《树立“大食物观”正当其时》(作者：宋云慧/西南政法大学)
《职教青年也有“高光时刻”》(作者：杨美晨/重庆财经职业

学院)
四、优秀奖获奖作品(10件)
(一)融媒体类

《给迟到的代表点个赞》(作者：袁长春/西南大学)
《当两会遇见冰墩墩和雪容融》(作者：张亚雯/西南大学)
《用立法震慑网络暴力》(作者：陈晶/重庆三峡学院)
(二)图画类

《团结坝社区两只猫的对话》(作者：郑顺顺/重庆大学)
(三)文字类

《考研是“绝对正确”的选择吗?》(作者：邓萌雨/四川外国语
大学)

《春寒犹在，吾辈当先》(作者：况秋鹏/西南政法大学)
《用好表情包，网络文明从我做起》(作者：陈颖珊/长江师范

学院)
《新时代青年有话说》(作者：唐亮/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麻布上也能绣出美丽的花》(作者：曹洁铃/西南政法大学)
《演员不问出处 但入门应有门槛》(作者：陈思思/重庆邮

电大学)
五、佳作奖获奖作品(30件)
(一)融媒体类

《“五班”战士的青春，献给亲爱的祖国》(作者：邵威仪/西南
大学)

《让乡村教育走在春天里》(作者：崔朗/西南大学)
(二)图画类

《谨防网络热梗弱化语言表达能力》(作者：袁晓慧/西南大学)
《走开!海洋的不“塑”之客》(作者：周宇伦/重庆理工大学)
《多心存善意 少恶语伤人》(作者：李明洋/重庆能源职业

学院)
《对网络暴力说“不”》(作者：梁天杏 卿小兰/重庆幼儿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
《图新、图变、图强的沙坪坝区“新风吹来满眼春”》(作者：刘

虹君/重庆人文科技学院)
(三)文字类

《元宇宙：新兴赛道还是资本画饼》(作者：林凯霖/西南大学)
《面对“社会性死亡”，法律如何存在》(作者：鲁睿/西南大学)
《“晚舟”已过万重山》(作者：陈叡思/西南大学)
《莫用“值与不值”评判救人英雄》(作者：邵云江/西南政法

大学)
《便民服务要更接地气》(作者：徐侨/西南政法大学)
《疏通快递进村的堵点》(作者：彭凤/西南政法大学)
《创新让非遗文化传承更时尚》(作者：卢春花/重庆大学)
《莫让“一墩难求”变了味》(作者：李佳靈/重庆大学)
《“青绿”票7分钟售罄，文化传承需要“活水”》(作者：李源

源/重庆大学)
《戳破“考证躺赢”的骗局》(作者：刘一姗/重庆大学)
《多些服务意识 少些奇葩证明》(作者：任云天/重庆大学)
《为中国女足欢呼》(作者：邹凯莲/重庆大学)
《“眯眯眼”不是哗众取宠的工具》(作者：杨皓雯/重庆大

学)
《知网降价仍“暴利”?勿让原作者沦为“旁观者”》(作者：胥

佳玥/重庆大学)
《“云”上祭扫寄哀思》(作者：陈伯青/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老区焕新颜 历史应犹存》(作者：陈佳琪/重庆人文科技

学院)
《拒绝“年后再说”，告别“拖延症”》(作者：毛鑫城/重庆师范

大学)
《医者怀仁心，勿为金钱忘初心》(作者：侯星宇/重庆文理学院)
《用特殊推动公平，更可能加剧不公》(作者：庞国星/重庆外

语外事学院)
《冬奥宣传片展现中国文化自信》(作者：马艳雪/重庆大学)
《网络“新文化”爆火：可以自赏，不要野蛮生长》(作者：郑钧

驰/重庆医科大学)
《网上发言需三思，不以键盘伤人心》(作者：杨双帆/重庆机

电职业技术大学)
《塑料不仅要“限”，还要“替》(作者：蒋依人/重庆工商大学)

优秀组织奖获奖名单（共5个）

重庆大学党委宣传部
西南大学党委宣传部 党委网络工作部
西南政法大学党委宣传部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组织宣传部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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