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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具体过程，谢书记如数
家珍：“第一，在电力方面，福建
派出了大学生和专业技术人员
支援变电所工作，打下了扎实的
基础。第二，建房的时候，农村
信用社在小额贷款上的支持，小
到几千，大到三四万都会贷给农
民，当时我们收入还不到500元，
这种财务支持简直就是雪中送
炭。第三，各族人民勤劳致富、
团结一心，这是扶贫先扶志最根
本的内在动力。”

此外，通过对当地政府和企
业，以及福建援宁挂职干部、闽
宁镇副镇长李辉钦等走访调研
里，同学们明白了时至今日闽宁
两地对口扶贫协作已经由当年
福建对宁夏单方面的“输血”模
式转变为“造血”模式，两地的合
作水平和能级也不断提升。

就在同学们暑期调研期间，
中宣部授予闽宁对口扶贫协作
援宁群体“时代楷模”称号，褒扬
他们是“东西部扶贫协作对口支
援的典范”。近期，恰逢电视剧
《山海情》热播，同学们也在全程
追剧的过程中，再一次体会起那
种极强的“代入感”。

“《山海情》剧组当时正在闽

宁拍摄，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半年
之后这部剧会成为2021年开年
的封神之作，不然就找剧组要几
个签名了。”尹佳雪说，《山海情》
中的陈金山县长、凌一农教授便
是诸如李镇长以及其他未曾访
谈到的援宁福建人的杰出代表，
他们呕心沥血，舍己为人，尽心
尽力投身脱贫攻坚战。作为宁
夏人，感动的同时，也由衷地对
他们深表敬意。

去年十一月，宁夏九个贫困
县全部实现脱贫摘帽，标志着宁
夏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得以解
决，历史性告别绝对贫困。“这是
中国制度优势的体现，是党员干
部扎实工作的证明，是全体人民
艰苦奋斗的成果。如果我们团
队成员不是宁夏人，如果没有这
次‘知行杯’，如果团队没有多次
前往闽宁镇的亲身体验，我们对
于这部剧或许不会如此的关注
和期待，又或许，即使看了也仅
是感叹剧情结构紧凑，全员演技
在线，未必能够产生如此深的共
情。”尹佳雪如是坦陈。

团队指导老师曹东勃告诉
记者，学校在学生培养过程中一
直很注重用好社会实践、第二课

堂这个广阔空间，让这一代00后
大学生在行走和调查中扎根大
地、探访山乡、体察巨变、读懂中
国。这位80后老师此前多次作
为带队教师带领学生参加学校
的千村调查，也曾在挂职扶贫过
程中亲自见证脱贫攻坚的伟大
历程。

“这一组同学的选题很有意
义，我在出发前给他们线上开了
多次会议，结合自己的挂职经历
和研究，重点讲解了东西部扶贫
协作制度的形成过程和易地扶
贫搬迁的意义与挑战，他们带着
问题进入闽宁镇，用乡音访谈乡
亲，用研究的视角观察和总结家
乡的巨大变化。”曹东勃说，最近
适逢《山海情》热播，我们师生都
在追剧，从剧中到剧外，分享交
流，引发共情。

“事实是最能教育人的，一
切奇迹归功于党的伟大领导和
人民的团结奋斗。用好这些现
实素材和精神食粮，引导学生去
主动发现事实、研究机理和总结
经验，就能够更有针对性、更深
入地实现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
人，更好地涵育学生的家国情怀
和使命担当。”曹东勃说道。

00后眼中的“山海情”什么样？
从探究脱贫攻坚战里的“闽宁模式”中，读懂中国

谁能想到，脱贫攻坚剧《山海情》这样一部主旋律电视剧竟然成为2021年开年爆款。这部剧的热播，也牵出了一段
00后学子“体察巨变读懂中国”的故事。

“去年暑假从闽宁镇调研结束回来，我就在等《山海情》开播。十二月预告片播出，看起来不错。我想，很快了。一月
到了，《山海情》播出13天，我和剧中人同悲共喜两周。”尹佳雪是上海财经大学会计学院2019级本科生，也是去年“知行
杯”宁夏小组负责人。包括她在内一共8位宁夏籍的00后上财学子，他们因亲身调研而对《山海情》有了更深的期待和感
动。“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他们眼中的“闽宁山海情”也因此有了别样的故事和韵味。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尹佳雪和她的小伙伴们在
校团委的组织下，在去年暑期
回到了家乡宁夏，从家乡出发
在永宁县闽宁镇集结，开展题
为《闽宁携手情谊长，东西协作
谱新章——以闽宁镇为例探究
对口扶贫模式下精准脱贫特色
措施》的“知行杯”暑期社会实
践，准备一探脱贫攻坚战里的

“闽宁模式”。
出发之前，在指导老师的带

领下，同学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扶贫的重要论述，搞懂了
东西部扶贫协作、易地搬迁、劳
动力输出、生态移民等专有名词
的含义，最终确定了此次调研的
主要目的和基本框架：以“闽宁
协作”为切入点，瞄准“生态移
民”这个亮点，实地走访当地政
府、企业、居民开展调查访谈，探
究闽宁镇在东西协作模式下的
脱贫历程及成果。

然而，初到闽宁，入眼便是
宽敞的柏油马路，红瓦楼房，远
离镇中心处是整齐划一的砖房，
完全不同于想象中的小土房小
土路。这打破了同学们此前的
刻板印象。

团队的普遍感受是，大家虽
为宁夏籍学生，但在到访闽宁镇
之前，多数人对这里都了解甚
少。真正来到这里后，还是难以
想象，这三十年前还无人居住的
荒岭，如今竟发展成如此宜人的
小镇。

真实的扶贫故事里，永远弥
散着最细枝末节的烟火气。这
支团队重点访谈了福建援宁挂
职干部、闽宁镇副镇长李辉钦和
首批移民、闽宁开发建设的当地
带头人、闽宁村老书记谢兴昌，
他正是《山海情》中男主角马得
福的原型。

《山海情》的剧情，始于“吊
庄移民”。剧中吊庄时村民“不
说了，难受”“我吃沙子都吃饱
了”“说啥也不去了，坐牢杀头也
不去”的最初态度，与团队访谈
谢书记时他所讲的完全一致，谢
书记正是第一户移民搬迁到当
地的。

“天上不飞鸟，地面不长草，
沙滩无人烟，风吹沙粒跑。”老书
记这样描述刚搬迁过来的场景，
这让同学们也颇感惊讶。因为
在前往镇政府的路上，大家看到
的是无边葡萄园，四通八达的沟
渠，整洁的街道，村庄入口处则
是老人们恬淡地坐在一起，晒太
阳、唠家常。

“刚搬过来的第二天，刮起
了沙尘暴，把帐篷什么的都吹走
了，老婆骂我，为什么要搬过
来？后面骂累了，大家就休息
了。”同学们好奇地追问，后面怎
么办了？谢书记说后来借了个
推土机，挖了个沟壕，房子没盖
好时就住在里面。

在深入探访调研中，同学们
终于明白谢书记为什么在当时
有这样的决心和胆量，敢于搬到
这样一无所有的地方。那就是
在搬迁之前，时任福建省委副书
记的习近平同志亲自带队落实
中央刚刚明确不久的东西部扶
贫协作政策，开展福建对宁夏的
对口帮扶。

这样的信心，也给了以谢书
记为代表的当地农村基层干部
巨大的鼓舞。他们决心在党的
领导下，移民搬迁，脱贫致富，并
带动更多人投入其中。在近三
十年的脱贫和发展过程中，闽宁
镇和宁夏的其他贫困县，都得到
了来自一千公里之外的福建省
的宝贵支持。

扶贫故事里感受最细枝末节的烟火气

走访实践邂逅剧组拍摄足迹

用乡音访谈乡亲用乡音访谈乡亲

追剧中再次共情追剧中再次共情

同学们实地走访当地
政府、企业、居民开展调查
访谈，探究闽宁镇在东西协
作模式下的脱贫历程及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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