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今年 7 月刚刚结束的毕业典礼
上，他特地邀请了爷爷奶奶前来观礼，他
穿着学士服与两位老人合影。大半辈子
都没离开过贵州农村的两位老人第一次
来到北京，逛了清华园，激动落泪。

冯同学告诉记者，中学时，他在离家
很远的县城中学读书，学校没宿舍，他就
在校外租房求学。爷爷来陪读，祖孙俩
挤在一个仅能容纳一张床、一张书桌的
狭小单间里，他和爷爷的感情很深，“能
够在爷爷奶奶的见证下顺利毕业，我很
自豪。”

冯同学说，当年他被清华录取后参
与了家乡乡镇的一个公益项目，有企业
家捐助了他一些学费。读大学时，他获
得了生源地的助学贷款，加上学校的奖
学金和助学金，基本覆盖了他的学费，

“课余时间我还兼职当家教赚生活费，大
学期间我都没向家里要过钱。非常感谢
国家和学校的政策，让我安心完成学
业。”

冯同学说，自己深刻感受到了家乡
的变化，“小时候，村里的路很难走，交通
十分不便。但现在很多地方修了路，可

以用三轮车去拉农作物或者运肥料去田
里，对农民们来说，轻松了不少。现在越
来越多的乡亲出去打工增加家庭收入，
以前村里条件比较差的小学拆掉了，撤
点并校，孩子们有了更大的校园，有了更
整洁的桌椅和崭新的黑板。”

近日，冯同学开始在网络平台发视
频分享一些自己高考前使用的学习方
法，“希望提供给大家一些有价值的东
西，鼓励更多像我一样的孩子，靠自己的
努力走出大山，获得精彩的人生！”

据《扬子晚报》

芦芯蕊在太原公元时代城开办的甜
品店，今年7月8日开张。这个小店，面积
10平方米多点。因为她做的甜品味道可
口，慕名而来的顾客越来越多。不少光顾
她店的顾客，是跨城来的回头客。

芦芯蕊的甜品小店，不仅是一个售卖
美食的角落，也是她一个创业新起点。芦
芯蕊，曾是一名美妆博主。今年5月，她打
破舒适圈，挑战自我，尝试二次创业。因
为有美妆博主从业经验，让芦芯蕊拥有对
优质内容的分析和拆解能力，使她在甜品
制作的相关线上内容学习时得心应手，决
定开一家甜品店——制作售卖舒芙蕾。

舒芙蕾又名蛋奶酥，是一种法式蛋
糕，甜品界公认的最难做的甜品之一。舒
芙蕾烹饪制作，主要材料包括蛋黄及不同
配料拌入经打匀后的蛋白，经烘焙质轻而
蓬松。“往往看起来简单的事情，却没有那
么容易实现。”芦芯蕊说，她在家试品中遇
到了非常多的困难，网传的配方没有办法
复刻，每天试到半夜一两点，感觉自己一
天吃了一辈子的舒芙蕾。

为了提升顾客满足感，芦芯蕊在保持
传统风味的同时，融入新的元素。她亲自
参与每一道工序，确保每一份舒芙蕾都能
达到她心中的完美标准。“很多顾客享受

美食，也在努力管理着自己的身材。我一
直努力找到最佳的糖分平衡点，既能满足
顾客对甜食的渴望，做到减糖不减味。”芦
芯蕊说。

目前，芦芯蕊贩卖甜蜜的舒芙蕾小摊
共推出8种口味的舒芙蕾，每一种都是她
和伙伴不断创新与尝试的成果。是这样
一份对品质的坚持与创新的精神，赢得了
顾客的喜爱与支持。

尽管创业面临种种挑战，芦芯蕊从未
动摇过。在开甜品店前，芦芯蕊已有过两

次创业经历。“就是当老板！因为我有个
老板梦！”芦芯蕊说，在她看来，每次创业
经历对她都是一次人生路上的宝贵磨砺，
让她坚信自己拥有无限的潜力，通过努力
可以实现个人价值。芦芯蕊从事美妆行
业期间，凭借专业的美妆知识和独特的分
享风格，积累了大量忠实粉丝，享受着自
媒体带来的可观收入。但流量焦虑困扰，
以及长时间不接触社会带来的社交能力
退化，让她决定趁年轻，尝试新领域。

如今甜品店遍地，如何做出特色，打

响品牌，芦芯蕊有着自己的想法。“我始终
相信，真正的美味源自对食材的尊重。”芦
芯蕊说，她不愿意为了短期的利益，牺牲
产品品质。她坚持选用优质食品原料，保
证每一份舒芙蕾，都应该是对味蕾的温柔
抚慰，也是对健康生活的美好献礼。

正是几十个不眠之夜，铸就了她对美
食更加深刻的理解和敬畏。芦芯蕊说，每
一次挫败都是向成功迈进的一步，那些看
似平凡的食材，在她手中逐渐展现出它们
独特的魅力。创业开甜品店，让她学会了
坚持，学会了如何在失败中寻找转机。

“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远。”芦芯蕊
说，很多人在创业前就止步于思考阶段，迟
迟不愿付诸行动。好的想法并不罕见，但
真正迈出第一步的人却寥寥无几。而创业
之后，更是对心态的严峻考验，创业者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麻烦和问题，有时甚至会发
现回报远小于付出。在这种时候，坚持下
去、不轻易言弃就显得尤为重要。创业经
历告诉她，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挫折，只要
坚持走下去，才能到达梦想的彼岸。

芦芯蕊说，她的舒芙蕾甜品赢得了顾
客认可，也给她带来了可观的收入。但她
不会止步于此，未来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
她去探索。 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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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笨小孩”保研清华
在爷爷奶奶的见证下毕业，求学路感动网友

00后创业女孩从美妆跨界美食

“只要路是对的,就不怕远”

近日，清华大学2024级本科毕
业生冯同学在网络平台分享了自己
从贵州大山考入清华大学又成功保
研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网友，“苦尽
甘来的岁月成就了今天的你！”记者
采访了解到，冯同学名叫冯敬荣，今
年21岁。2020年，他以总分705
分、全省理科第八名的成绩考入了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过三年
的努力，他成功保研。近日，他还带
着爷爷奶奶参加了毕业典礼，从没
离开过老家的两位老人激动落泪。

恰逢毕业季，冯同学整理了一些旧照
片做成视频，对自己的求学经历做了一个
回顾。视频里，破旧的老屋、不好走的山
路、曾住过的逼仄狭小的出租屋让人印象
深刻。冯同学在这样的环境下刻苦求学，
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成为闪闪发
光的自己。不少网友感动并送上祝福，

“看得我流泪，内心强大并坚强的孩子！”
“意气风发的你，未来的路会更好！”

今年 21 岁的冯同学，是贵州省六
盘水市六枝特区月亮河彝族布依族苗
族乡人。爷爷奶奶都是农民，父亲患病
不能干重活，母亲外出打工的微薄收入
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来源。

“小时候我并不是很聪明。一年级
时，有一场考试，题目是问眼睛在鼻子
的上方还是下方、嘴巴在眼睛的上方还
是下方，这么简单的题目我都不会。我
当时数学只能考四十多分，经常被老师
批评。那时我觉得自己是‘笨小孩’，没
什么天赋。爸爸因为身体不太好，不能
下地干活，所以经常在家陪我读书。我
不会的内容，他就反复教。是爸爸的坚
持，让我没有放弃。”

冯同学说，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他
和弟弟常常帮妈妈干农活，妈妈一个人能
背起100斤重的稻谷斗。“她佝偻的背影
让我特别心疼，那时候我就暗暗发誓，一
定要努力学习，将来让家人过上好生活。”

懂事让他变得很勤奋，成绩慢慢变
好。“没有多余的钱买课外学习资料，所
以课本都要翻好多遍，很多书都被我翻
得皱巴巴的。我几乎没什么娱乐活动，
平时就是看书、做题，累了就在校园里
走走，放松一下。”中考时，他考了全县
第一名，但因为学费问题最后选择了一
所普通中学读书。上了高中，他经常考
年级第一，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考清华
的目标，并悄悄地在雪地上写下了这个
梦想。

2020年高考，他以总分705分、全
省理科第八名的成绩考进了清华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上大学前，冯同学最远只去过贵阳，
从没坐过飞机。去北京时，他对大城市
的一切都感到很陌生，“我记得进清华报
到时，我向一位学姐询问宿舍楼在哪里，
但因为我普通话不好，沟通了好一会儿
学姐才听懂，我特别尴尬。我发现自己
和同学差距很大，所以第一个学期特别
不适应，成绩也不好，人际交往也有点困
难。”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冯同学制订了
严格的学习计划，课余时间都“泡”在图
书馆里。

求学期间，运动也逐渐成为他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学校操场上经常
有同学做运动，我也被这个氛围吸引，开
始每天跑 3 公里。坚持一段时间后，用
时从入学时的14分半到后面跑进了11
分钟。身体素质越来越好后，我开始接
触健美，每天去健身房。身体变得强壮
了，我的意志力也变强了，整个人都自信
了。”大三时，他参加了学校举行的“马约
翰杯”健美比赛，获得了男模组第三名的
好成绩，“边运动边学习，成绩也上来了，
每年都能获得学业奖学金。”

本科期间，他还利用假期前往贵州

省大方山兴隆小学支教，“这里的小朋友
不是那么活跃，不是很喜欢上课回答问
题。我一直在这方面改进思路，希望可
以帮助他们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世界，让
他们在面对一些习以为常的小事时多问
问为什么。我来自贵州大山，深知好的
教育启蒙对孩子们有多么重要，希望更
多大山里的孩子能够了解到外面广阔的
世界。”

经过三年的努力，冯同学在2023年
9月成功保研至清华深圳研究生院攻读
金融专业硕士。

十余年求学路感动网友，
“看得我流泪，内心强大的孩子”

边学习边运动让他变得自信，走上健美舞台还成功保研

在爷爷奶奶见证下毕业很自豪，鼓励更多孩子走出大山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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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公元时代城繁华街角，24岁的芦芯蕊摆摊售卖甜品舒芙蕾。8月3
日，记者探访时看到，她的摊位前顾客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回头客。据了解，芦
芯蕊是位00后女孩，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便实现了从日入0元到日入千元。

“喂，您好！要5个舒芙蕾？好的……”初次见到芦芯蕊，温暖的灯光下，
她戴着帽子，身穿一袭白衣，正在手机上与客户沟通着订购信息，嘴角不时扬
起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