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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久前的开学典礼上，淮海工学院院长晏维龙的演讲主题是一句著名的广告语：一切皆有可能。

他结合今年的世界杯和众多生动的事例鼓励新生，“只要有信心，有行动，能坚持，能创新”，在这所

普通的二本院校，也同样可以有所作为。 

 

晏维龙面对的是自己的学生，但在他的身后，站着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根据教育部2008年公布的

数字，我国有755所普通本科院校，其中绝大多数为二本院校。他笑着说：“我其实也是在为我们这些

学校打气。” 

 

作为地处江苏连云港的一所二本院校的校长，晏维龙知道他的3000多名新生，大都会将自己视为高

考的失利者，容易沉湎在后悔中不能自拔，“他们想上进，又担心学校没有条件支撑他们的理想。”在

淮海工学院新闻系任教6年的郭淑娟老师对此很有感触，她和记者聊天时谈到校长的“苦心”，说他既

要化解学生考上二本的落寞，还要鼓励他们奋进。 

 

晏维龙在演讲中详述世界杯上朝鲜队的表现，启发大家：把一切可能变为最有可能，必须要有信

心，积极进取。3800多字的演讲激起的反响出乎晏维龙的意料。“掌声从头响到尾。”他说，“这些话

对北大清华的学生而言，不算什么，但我们的学生需要这样的鼓励，我摸准了他们的心理。” 

 

计算级科学与技术专业的张祎焜说，院长的讲话打消了他忐忑的心理，使他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明智

的。这位来自甘肃天水的学生因在高考中将数学选择题的答案填错了位置，无缘一本院校。父母要求他

复读一年，但他在志愿填报结束前一小时，“偷偷上网报了这所学校”。张祎焜此举激怒了父母，父亲

指责他太胆大，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要和他断绝关系。他一周没有和爸妈说话，陷入忐忑、迷茫的状

态，不知选择是否正确。 

 

晏维龙的演讲点燃了学生们的希望之火，但要真正树立起他们对学校和前途的信心，只能依靠高质

量的办学。而据记者了解，众多二本院校之所以会让选择它们的学生失望，主要原因在于它们难以为学

生的成才提供各种可能性。因此，在晏维龙看来，二本院校的校长、老师与学生一样，都面临着树立信

心的问题，即他们是否有勇气、有能力不随波逐流，因地制宜，办出学校的特色。 

 

制约二本院校发展的一个现实障碍是，它们在吸引各种资源方面天然处于劣势，这意味着它们往往

需要付出更多，才能有所成就。“30多年来，高校间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明显。”晏维龙说，受经济发展

状况和财政体制的影响，地处首都、省会和计划单列市的大学能吸引更多的优质资源。 

 

他所在的这所高校，一年只能争取到1000多万元的科研经费。能从一家企业得到10万元的捐赠，就

是了不起的成绩。它没有财力像别的高校那样用百万元年薪去吸引优秀的学科带头人。江苏省几个月前

启动的“特聘教授计划”，淮海工学院虽有资格参加招聘，但对于它的“水产养殖特聘教授”岗位，鲜

有人问津。这所只有26年办学历史的高校，在2007年前从没有申请到国家级项目。 

 

晏维龙笑称学校申报项目“就像组织敢死队，倒掉一大批，只有一两个人才能站起来”。他承认学

校的水平还差一点，也认为那些看起来平等的机会其实并不平等。 

 

尽管，二本院校的整体办学质量还不如人意，但晏维龙认为，它们与国家一流大学同样具有不可替

代的重要作用。“如果把中国的高等教育比作一栋大厦，名校是大厅、门头，引人注目，我们这样的学

校是其中的柱子，默默无闻，但真正支撑起整座大厦的是我们这些柱子。”他说，我们培养的是一线的

劳动者，这些人的培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如果只有大厅、门头的

华丽，而柱子质量不行，大厦就很危险”。 

 

 

高校间两极分化日益明显 二本院校同样不可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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