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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治沙实践中的服务效应、溢
出效应，刘智卓感到，公益团的育人潜能
也在逐步挖掘和释放。更多的大学生参
与其中，到西部去认知基层，了解中国，
通过绿格公益团厚植家国情怀。

于他而言，便是最现身的说法。这
段助力西部乡亲脱贫致富的经历，触发
了刘智卓在本科毕业的时候选择加入研
究生支教团，从东海之滨奔赴洱海之源，
把青春激情奉献在教育扶贫一线。

根据服务地需要，刘智卓被分配在
洱源县职业高级中学进行支教服务。他
主动请缨，成为当届研究生支教团中唯
一一个班主任。这名95后就像“万能老
师”，负责教授着数学、生物、普通话等七
个班的课程，服务期内共教授了612个
课时。

认真对待每一节课，力求把更多的
知识传递给学生，帮助他们通过知识改
变命运，成为刘智卓的一个信条。其间，
他还通过自己的劝服力，让一名濒临辍
学的学生最终选择继续读下去。这件
事，也让刘智卓被当地人深情地称为“板
扎老师”。

“板扎”一词，是洱源话，意思是“靠
谱，能干”。这个称谓，既让刘智卓感动，
也让他感到身上责任重大。此后，
他和支教团的队友还一同建立
了“啟源未来”基金会，支持
当地的教育事业的发展。

“每个人都是一
滴 水 ，来 自 于 大
地，汇聚于大海。
西部需要我，基
层需要我，那我
就去往祖国需
要的地方，贡
献青春力量。”
刘智卓说道。

上海交大95后把入学后的每个酷暑都扎根在西部沙漠上

“板扎”！一段献给治沙的青春

“2019上海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结果上周揭晓。努力、攀登、担当、创新，成为许多获奖人共同的特质。今天起，

我们聚焦其中几位大学生的故事，希望能让更多的青年学子以先进典型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热爱伟大祖国，让青春

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为人类的奉献中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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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对于此次获评 2019 上海

大学生年度人物心情怎样？觉得自己

特别在哪里？

刘智卓：深感荣幸，需要继续努
力。其实，自己始终是个普通而平凡
的人，但我有做公益的热情，不管是治
沙还是支教，其实都是抱着一颗公益
的心去做的。接下来，我希望自己认
真读完研究生阶段学业，学习专业知
识，为未来服务国家社会发展打下扎
实基础。

青年报：治沙和支教给你的人生

带来怎样深远的影响？

刘智卓：治沙，让我把专业知识
用到了沙漠上；研究生支教亦给了我
深刻认知中国基层现状、了解西部面
貌的机会，我个人也在基层砥砺锤
炼，苦练扎实基本功，为未来服务国
家基层建设做好准备。于我而言，所
谓西部情怀，就是先有了西部情，而
后有了怀，能容人克己，更能怀人怀
天下。

治沙和支教，
带给我最深远的
影 响 是 理 想 信
念的确立，让我

心 中 坚 定 了
以 后 要 为

基层建设服
务的信念。在治沙

和支教过程中，我感受
到基层那种和大地
一样质朴、温暖的
气 质 ，对 西 部 产 生

了 深 厚 的 情 感 ，所
以，我非常想通过自
己 的 努 力 去 为 之 建
设。

尽管嗓子冒火、黝黑蜕皮的艰苦不断，
但五年间刘智卓从没有暂停治沙的脚步。
他带领绿格公益团队，从最初9个人发展到
如今近800人，招募志愿者范围也从交大拓
展到全国30多所高校。这些年来，他们共
制作方格十万余个，固定黄沙两千余亩，造
林三千余株，“交大林”也开始在大漠扎根。

在治沙的过程中，刘智卓越发意识
到，仅仅通过召集志愿者参与短期治沙，
是无法保障治沙的延续性。因此，在2017
年，刘智卓就开始思考如何通过技术手段
为当地治沙提供自我造血循环的原生动
力，助力“好起来”的同时又能“富起来”。

几年来，他几乎跑遍了民勤当地所有的
治沙基地。在不断的调研走访中，“肉苁蓉”
进入了他的视野。肉苁蓉是一种高经济附
加值的寄生植物，成熟后可以作为药材出
售，而肉苁蓉的寄主梭梭树，恰好具有很好
的固沙作用，是治理沙漠的优良植物。

基于调研，刘智卓提出了梭梭树嫁接经
济作物的治沙循环新模式，把肉苁蓉种植和
防风固沙结合在一起，在治理荒漠化的同时
实现经济收益，扶贫帮困，助力当地乡亲们
创收，真正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为了推动这一模式落地，他联系专家亲
临指导，并编写肉苁蓉种植技术指南，编订成
册，通过绿格团队发放给当地农户。他还组
建种植科普小队，主动充当技术员，在田间地
头手把手教文化水平较低的农户种植技术。

如今，治沙与扶贫的新模式初显成效，
甘肃武威民勤当地已形成了肉苁蓉七千多
亩，锁阳一万多亩的种植规模。而这一治
沙新模式也摘得了上海市“创青春”大赛金
奖和全国“创青春”大赛铜奖的殊荣。

“治沙目的地正在不断拓展，过去的几
年里，我们扎根民勤，逐渐摸索出一条比较
完善的治沙公益体系后，今年开始，我们将
把成功的经验向更多的地方拓展。”言语
中，这个小伙很是自豪。

担当

第一次去沙漠就感受到
环境人身上肩负的责任

在解决荒漠化的同时
助力当地乡亲们创收

几天前，刘智卓刚和一群交大学生结
束今夏的腾格里沙漠之行，因为疫情防
控，今年的时间略有缩短，规模也有缩小，
但连续半个月与治沙劳动人民同吃同住
同劳动的经历，依然铭刻于心。大家一起
在烈日下制作草方格、沙柳障、嫁接肉苁
蓉，这是他熟悉的“夏日配方”，虽然苦，但
心是甜的。这样的坚持，已持续了五个酷
暑。

2015 年的时候，刘智卓在校内创立
绿格公益团，这是上海交大一支致力于
为中国西北地区的荒漠化治理贡献力
量的暑期社会实践团队。从 2016 年开
始，五年来，团队已组织近八百人奔赴
甘肃腾格里沙漠和内蒙库布齐沙漠，累
计固定黄沙两千余亩，种植治沙作物万
余株。

“第一次和小伙伴们一起抵达腾格里
沙漠时，看到沙区人民因生态环境致贫的
艰难现状，久久震撼着我的心。我当时就
非常想把专业所学应用到防风治沙上。
慢慢地就选择一直走下来。”刘智卓回忆
道。

那年，他带领着8个大一的同学从上
海出发，坐了一天一夜的绿皮火车，又经
过6小时的汽车颠簸，才到达了甘肃省武
威市民勤县的大漠深处。

在沙漠中，大家住的是露天大棚，吃
的是酸汤面片，沟通基本靠吼，交通基本
靠走，取暖基本靠抖。但就是在这样的条
件下，小伙伴们顶着炎炎烈日和随时可能
到来的沙尘暴，埋头制作麦草方格，以达
到固定流沙的目的。

“当我望着茫茫无际的沙漠，感受到
紫外线射进毛孔和滚烫的沙子拍打着皮
肤的时候，我才更加清晰地感受到环境人
身上肩负的责任。而这种体会让我更加
坚定，要把专业知识扎根在这片沙漠上。”
刘智卓说道。

研支团一年来收获了
“板扎老师”的称号

先有了“情”
后有了“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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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周刚刚揭晓的“2019上海大学生年度人物”中，上海交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2019
级硕士研究生刘智卓名列其中。他将专业所学用于防风治沙的实践，在解决荒漠化问题之
余，又助力当地乡亲们创收。原来，进入交大学习后的每个夏天，刘智卓都将时间献给了“青
春治沙”。“要把专业知识扎根在祖国沙漠上”是他的心之所向。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