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祖国，我想对您说！ 

医学心理学与伦理学系党支部 杨同卫 

 

在这金色的十月，49 岁的我为 70 岁的新中国庆贺华诞！ 

此时此刻，亲爱的祖国，我多想向您诉说。 

49 年前我出生在您的怀抱，您没有给我华屋美舍、锦衣

玉食，但您倾己所有，让我在和平、安宁中成长。我清晰地

记得在鲁西南偏远的村庄，我和小伙伴们齐齐地坐在泥草砌

成的板凳上，在刘老师的带领下朗朗诵读。刘老师是我们的

小学老师，他不仅教我们语文，也教我们数学，不仅教我们

学习，还带我们劳动。后来我知道，刘老师每天只挣六分钱

的工分，但是刘老师很快乐，我们也很快乐，那是单纯的、

质朴的、发自内心的快乐。 

在学习和劳动中长大的我，渐渐听懂了祖国母亲殷切的

期待与召唤：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努力奋斗！少年的我梦想

自己强大，梦想祖国强大。我梦想父老乡亲开上拖拉机，不

用再牛耕刀割；我梦想小麦亩产一千斤，每天每顿都能吃上

白馍馍；我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天堂般的生活。我更希

望自己的祖国强大，希望祖国的每一位儿女健康、平安、吉

祥。我怀着这种简单、朴素的理想走进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系，

我决心献身农业现代化。 



 

从农大毕业后，来到了基层农技推广站。数分蘖，看长

势，指导小麦生产；跑乡村，到农户，推广玉米新品种；到

田间，搞试点，做好配方施肥；跑东北，站柜台，搞好良种

购销。“两腿泥，两手灰”，“远看像个要饭的，近看像个卖

炭的”是我们农技员的写照，但我乐此不疲，因为围绕我们

的是乡亲们真诚的笑脸，换来的是田野里的累累硕果。也就

是在那个年代，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的农业跨入现代化发

展轨道，粮食单产稳居世界前列，棉花、花生、畜产品、水

果等农产品生产能力显著增强，国家粮食安全保障能力显著

提升，农产品市场日益活跃。 

时光飞转，而立之年的我站在了 21 世纪的门槛。1999

年 4 月，我带着些许对过往职业的留恋与缺憾，怀揣对新的

职业的向往与丝丝期盼，来到了山东医科大学。在教书育人

的岗位上，我重新反省自己，规划未来的航向。我认真备课，

刻苦钻研，我开始发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一朴素的真

理适用于每一个行业。《礼记》有云：“学然后知不足，教然

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慢慢地，我体会到教学相长的道理，体会到孟子所言“仰不

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的快乐以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的快乐。 

由而立之年走向不惑之年，由不惑之年开始步入“知天

命”的时节。“天”是孔子的信仰，孔子敬畏天命，认为“天”



 

与自己是相互感应的，是“天”赋予了自己特殊使命。我认

为“知天命”就是知道祖国、时代对自己的要求。我必须常

怀敬业之心，严谨治学；必须永葆责任之心，立德树人；必

须追求卓越，促进专业发展。“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

达”，“巍巍乎，唯天为大”。“知天命”的我必须重新出

发，一刻也不能懈怠。 

新山大，新征程；新时代，新气象。在双一流建设的道

路上，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我尽管渺小，但

我思故我在，我参与故我在。1949 到 2019，新中国走过了

70 年的风雨征程，1970 到 2019，在这 49 年中我与祖国相遇。

在今后的人生旅程中，我与伟大的祖国心手相连，我要为祖

国更加美好的明天努力工作，不遗余力，精勤不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