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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时评

□青年报评论员 唐骋华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

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自

2003 年上海市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实施以来，上海已累计

选派 6035 名优秀应届高校毕业

生和在读研究生，奔赴西部基层

一线开展志愿服务。年轻的志

愿者带着热忱与学识，深入边疆

和偏远地区，将青春嵌入祖国发

展的年轮。

他们的初衷各有差异，青春

的路径却是殊途同归。

张爱婷，见证了家乡在党和

国家脱贫攻坚政策下的蝶变，选

择回到家乡云南，用所学反哺滋

养她的土地。包雨婷，继承村医

爷爷的“医者仁心”，前往西部开

展基础医疗服务和健康知识普

及等志愿工作。王斐斐，面对东

部激烈的人才竞争，前往新疆和

田寻找新的可能，从孩子们的眼

中看到了不一样的光芒。还有

些年轻人，对人生感到迷茫，抱

着“换个环境”的想法去了西部，

从中收获了思考和成长……

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来到

西部，他们都在一个点上达成共

识：成长是无法在封闭的“小我”

中完成的，个人只有融入时代洪

流，投身社会建设的“大我”，才

能找到自己的坐标。

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一

过程注定不会轻松。陌生的环

境、艰苦的条件、风俗的差异、工

作的挑战，时刻考验着年轻的志

愿者。沮丧、犹豫甚至退缩的念

头或许闪现，但青春没有白走的

路，那些翻越的山丘终将成为人

生的注脚。

万刘鑫，这个曾经“社会认

知停留在书本层面”的研究生，

通过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参与

基层民主建设、西藏牧区进行支

教实践，对民生“真问题”有了切

身体会，在书本里学到的知识终

于有了用武之地。黄家隆，实现

了从“职场菜鸟”到独当一面的

蜕变，那本从零星记录到密密麻

麻的笔记本，见证了他从听懂方

言到读懂企业，再到为老字号发

展献策的成长轨迹。

志愿者为西部带去知识、活

力和发展的希望，西部这所“大学

校”也历练了年轻人，帮助他们重

塑能力，更馈赠了无价的精神财

富。2010年毕业的王震宇，曾毅

然放弃入职国企的机会，去丰都

帮扶留守儿童。回上海后，他仍

竭尽全力为当地青少年提供服

务。十五载春秋流转，初心如磐，

那些跨越山水而来的感谢信，带

来的满足感远非物质所能衡量。

“有信念、有梦想、有奋斗、有

奉献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人

生。”广大青年循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方向，投身西部、建设西

部。西部计划二十余载的坚守

与创新，见证了青年人的家国深

情与责任担当。当青春理想与

祖国需要同频共振，每一份扎根

基层的付出都在为共同繁荣注

入动能，每一次跋山涉水的奔赴

都是对“强国有我”誓言的生动

诠释。

今天，复旦大学相辉堂内誓

言铿锵。400名入选2025年度上

海市西部计划志愿者的大学生和

145名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将接

过旗帜，开启属于他们的壮丽征

程。他们将用脚步丈量山河、用汗

水浇灌梦想，以信念为笔、以担当

为墨，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这场远征是淬炼更是绽放，

是成长更是传承。去吧，带着梦

想去吧，播撒一粒粒青春的种

子，让西部的土地长出生生不息

的力量，也获得自我成长和价值

的升腾。

在雪域高原播撒希望的种子
青海西宁，巍峨的元朔山

下，果洛西宁民族中学的红墙映
衬着高原湛蓝的天空。

2022年7月，来自上海的七
位教育工作者跨越山海奔赴这
里，以教育援青为纽带，在雪域
高原播撒希望的种子。三年来，
他们不仅为学校带来71.43%的
本科上线率，更构建起涵盖教学
改革、师资培养、文化传承的立
体化支援体系。

“上海援青教师以不低于1∶
3的比例与本地教师建立结对
关系，受援地每年选派有发展
潜力的校级领导及学科骨干赴
沪进行岗位实践与研修，系统
提升管理能力、专业素养和教
学水平。”上海市第五批援青人
才、果洛西宁民族中学校长常
途说，外地教师“走进来”，青海
教师“走出去”，传统的教育支
援升级为东西部教育协同发展
的双向赋能。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青
海考察时指出：“包括教育在内
的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取得

显著成效，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势，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温暖。”

在“家门口”发展内生动力
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
座谈会时强调，“进一步形成大
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

进入夏季，青海黄南藏族自
治州尖扎县昂拉乡德吉村，黄河
水澄澈如碧，白墙彩檐的藏式民
宿错落有致地铺展在山水之间。

达巴，在全村第一个开办民
宿吃上“旅游饭”。几年前，通过
易地搬迁，这个世代生活在昂拉
乡海拔3000多米山地的藏族家
庭，搬入了德吉村安置点。在华
能集团对口支援之下，针对搬迁
群众量身定制的文旅产业培训，
让这个藏族汉子成为了“藏式民
宿主理人”。

“现在，全家经营民宿和餐
饮，加上屋顶光伏发电的收入，
年收入稳定在9万元左右。”望着

院里新栽的格桑花，达巴感慨
道，“过去靠天吃饭，现在靠双手
致富！”

从领取补贴到主动创业，从
传统劳作到现代经营，从个体发
展到带动乡邻……援藏援青干
部人才“带着干”，受援地区干部
群众“自己闯”，双向奔赴之间，
雪域高原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
更足了。

与此同时，一批“小而精”
的援青项目在高原落地生根：
上海团队开发特色旅游产品，
打造黄河女儿湾等特色景区，
全力提升更多“品质化”旅游体
验；科技部援青干部攻克寒地
小龙虾越冬难题，打造出高原
地区的“龙虾经济”；北京市援
青力量推动玉树牦牛产业标准
化 ，带 动 牧 民 户 均 增 收 万 元
……这些“小组团”项目以科技
为纽带，将高原资源禀赋转化
为特色产业优势，让发展成果
惠及更多群众。

三年来，援藏援青干部人才
深化“授人以渔”的支援理念，持
续推动从“输血”到“造血”的转
变，通过强化科技赋能、激发内

生动力、扩大对外开放，一批“家
门口”的富民项目、特色产业拔
节生长，一条可持续的高质量发
展路径清晰可见。

在雪域江河奏响时代乐章
2024年1月7日，北京国家

大剧院穹顶之下，流淌着雪域江
河的壮美音符。从青海果洛草
原走出的民族乐队与上海音乐
学院援青教师汤声声同台演绎

“守护三江源”大型生态情景音
画《从黄河到长江》民族音乐会。

援青期间，汤声声带领当地
群众，将果洛本土的6种非遗乐
器与西洋乐器、高科技舞美等跨
界融合，创新制作出广受当地孩
子欢迎的音乐思政课。2023年
起，小分队跋涉海拔4900米雪山
天险，足迹遍及果洛全域六县，
32场音乐思政课让党的好政策
以更加鲜活、贴近的方式走进千
家万户。

“群众的淳朴让我印象深
刻，演出结束时也久久不愿离
开。当他们眼含热泪鞠躬致谢
时，我真正理解了文化认同的力
量。”回忆起巡演场景，汤声声动
容地说。

对口支援西藏青海，不仅为
当地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更奏
响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持续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
代乐章。

三年来，广大援藏援青干部
人才作出了巨大贡献、付出了巨
大牺牲，真正体现了缺氧不缺精
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
更高的精神品质。

“长期以来，一代又一代共
产党员舍弃常人所拥有的、放弃
常人所享受的，扎根雪域高原，
矢志艰苦奋斗。”对于广大党
员、干部在雪域高原的奉献牺牲，
习近平总书记充分肯定。

无惧风霜雨雪，矢志艰苦奋
斗，永葆奉献本色，广大援藏援
青干部人才一茬接着一茬干，一
棒接着一棒跑，以实际行动传递
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温暖，推动各
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
度交融，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同心共圆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

据新华社电

到西部去，将青春嵌入祖国发展的年轮

一茬接着一茬干，一棒接着一棒跑
第十批援藏和第五批援青工作纪实

“坚持全国一盘
棋，相互帮助，特别是
沿海地区要帮助西部
地区，发达地区要帮
助欠发达地区，都要
找准角色。”对口支援
是党中央着眼西藏、
青海工作大局作出的
战略决策。党的十八
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更
大力度、更实举措谋
划和推进对口支援工
作，开创了工作新局
面。2022 年盛夏时
节，青藏高原迎来新
一批特殊的建设者
——第十批援藏和第
五批援青干部人才。

三载寒来暑往，来
自全国不同地区、行业
的援藏援青干部人才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
托，带着党中央的亲
切关怀和全国人民的
深情厚谊，扎根世界
屋脊、建功雪域高原，
同当地各族干部群众
一道团结奋斗，以实
际行动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谱写着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携手共同发展的壮丽
篇章。

上海援青教师钟祖华在给果洛中学学生上课。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