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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事业④

■青春派·青春奋进新时代R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接见

援藏干部时动情地说：“援藏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的一个崇高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一个显著优势。缺氧不缺精神，这个

精神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你们在高原

上，精神是高于高原的。这个事情必须一

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干下去。”

在西藏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

中 ，有 无 数 内 地 的 青 年 人 选 择 远 离 家

乡 ，来 到 这 片 雪 域 高 原 挥 洒 汗 水 ，奉 献

青 春 。 他 们 或 在 学 校 教 书 育 人 ，或 在 工

程 建 设 一 线 为 西 藏 架 起 通 向 未 来 的“ 天

路 ”……“ 缺 氧 不 缺 精 神 ，海 拔 高 志 气 更

高 ”，这 是 属 于 这 些 青 年 的 别 具 风 采 的

“青春之歌”。

上海援藏教师、日喀则市上
海实验学校团委书记王德伟：

“为孩子们打开看到更
广阔世界的窗户”

2019 年夏天，26 岁的上海援藏青年教

师王德伟第一次一年期的援藏工作即将

结束。

“王老师这学期结束就回上海了，我们

要分别了！”班上一个孩子在课堂上说了这

样一句话。

一时间，课堂陷入沉默，王德伟心情也

有些沉重。走，还是留？那段时间，王德伟

心里一直在犹豫，听了孩子这句话，他最终

下了决心：再干 3 年！

从“语文源自身边”的角度出发，王德

伟想了很多方法唤醒孩子们对语文的感知

——课堂上，他根据课本内容和学生兴趣

准备了许多拓展材料，通过各式各样的视

频、音频资料，将大千世界直接呈现在孩子

面前；他还在班级内举办各类辩论、演讲活

动，让孩子大胆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课堂

外，他自掏腰包，为孩子们购买课外书籍，

带领孩子们在书本里畅游，培养孩子们阅

读的兴趣。

索朗是王德伟班上的孩子，性格沉默、

腼腆，很少在课堂上和老师有互动。王德

伟刚带这个班的时候，其他老师都说：“索

朗太害羞啦！”

这反倒让王德伟注意到了这个沉默的

孩子，特意在课堂上和课后多与他交流，沉

默的索朗逐渐打开了自己的心扉。

不久后的一次公开课上，孩子们把手

高高举起来，抢着回答问题，其中，索朗格

外积极。

“没想到，索朗这孩子变得这么开朗

了。”课后，一位老师对王德伟说。王德伟

觉得，这是自己无比自豪的时刻。

第二次援藏，王德伟兼任了学校的团

委书记，他把更多精力放在组织活动上，不

断往返于上海和西藏，组织孩子们走出高

原，“让更多孩子看到更大的世界”。

2019 年，王德伟带着一批孩子去上海

交流访学。原本，学校这次主要组织的是

初一和初二的学生，但王德伟却执意要带

上初三的达娃次仁。

为 什 么 非 要 带 上 这 个 孩 子 ？ 原 来 ，

达 娃 次 仁 是 班 里 的 尖 子 生 ，却 一 直 抗 拒

报考内地西藏班，就想一直在西藏读书，

将来回家帮忙。“我就想带他去上海看看

外 面 的 世 界 ，然 后 再 做 选 择 也 不 迟 。”王

德伟说。

在机场，达娃次仁紧紧抓着王德伟的

手臂，一脸紧张：“老师，这是我第一次坐

飞机。”

直到飞机稳稳地降落在上海，紧张消

退的达娃次仁才拉着王德伟，请他给第一

次坐飞机的自己拍照留念。

在上海，老师们带着达娃次仁看了许

多东西，有陈列厚重历史的博物馆、先进的

科技展览馆、灯火通明的建筑群、发达的商

业 体 …… 这 一 切 ，都 让 达 娃 次 仁 心 潮 澎

湃。活动即将结束，一行人在外滩合影留

念。达娃次仁趴在王德伟肩膀上，在他耳

畔轻轻地说：“王老师，我也想考内地西藏

班，我也想来上海学习。”

2020 年中考，达娃次仁如愿考上了上

海珠峰中学。现在，达娃次仁已经成了内

地西藏班的政策宣讲员，假期主动回日喀

则为学弟学妹介绍政策，当日喀则的孩子

们再去上海参观时，他也积极为孩子们分

享经历，介绍经验。

“为孩子们打开看到更广阔世界的窗

户，是我在西藏做的最为骄傲的事。”王德

伟说，“上海对口支援西藏 20 多年，日喀则

上海实验学校也已经运转十几年了，一代

又一代的援藏教师一起努力，一茬接着一

茬干，为越来越多的西藏孩子们插上梦想

的翅膀。”

中铁电气化局职工、拉林铁
路建设者张腾：

“总得有一些后浪，奔
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今年 6 月 25 日，西藏拉林铁路正式通

车，这是西藏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也标志着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实现 31 个省区市的全

覆盖。看着列车进入车站，22 岁的中铁电

气化局职工张腾心里激动万分，这是他和

父亲张新锋以及其他铁路建设者们长久以

来的心血。

施工期间，早上天没亮，张腾和张新

锋这对父子兵就要前往负责的施工区域

开始干活。冬天，路上时常伴随着冰雨和

雪花，气温零下十几摄氏度，伴随着高原缺

氧，工作条件艰苦异常。

“ 腰 带 好 好 检 查 ”“ 上 下 杆 子 一 定 要

慢”……走在高架桥上，脚下是奔腾的雅鲁

藏布江，张新锋正在指挥施工人员作业；不

远处，张腾抱着硕大的器材，展开支架，详

细测量着施工所需要的各项数据。“我们做

测量的，每天走两三万步是很稀松平常的

事。”张腾说。

虽 然 工 作 辛 苦 ，但 是 张 腾 却 无 比 欣

慰。以往，他难得与父亲相聚，张新锋常年

在外施工，工程建设工期紧、任务重，很少

回家过年；甚至在张腾出生的时候，张新锋

还 在 东 北 进 行 工 程 建 设 ，父 子 俩 聚 少 离

多。但今年春节，父子俩终于第一次在距

离家乡千里之外的拉林铁路施工工地一起

过上了别样的团圆年。

相聚难得，父子俩却没有太多家长里

短，更多是对工程项目的关心。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如何加快进度，保障铁路按时通

车，是父子俩经常讨论的问题。电气化建设

是技术活，需要爬上四五米高的架子施工作

业。“在平原地区，一组熟练工人一天可以完

成二三十个支柱组装作业，但是在西藏，大

家干一会儿就要喘半天，一天最多完成 10个

架子，速度慢了一半都不止。”张腾说。

长度超过 11 公里的拉林铁路米林隧

道，为了抢工期，几个施工单位只能轮流

作 业 。 而 隧 道 狭 窄 ，施 工 车 辆 不 能 同 时

进出，大家只能抓紧自己施工的窗口期，

尽可能快地完成任务。父子俩一大早就

进了隧道，直到次日凌晨才出来，回去匆

匆吃几口饭就倒头睡下……终于按时完

成 了 施 工 进 度 。 隧 道 完 工 后 ，张 腾 足 足

躺了一天才缓过劲儿来。

“我们刚来的 时 候 ，这 里 万 籁 俱 寂 ；

等 完 成 项 目 要 走 的 时 候 ，这 里 已 是 万 家

灯 火 。 一 条 交 通 线 ，也 是 很 多 人 的 生 命

线。”看着新修通的拉林铁路，张腾感慨地

说，“看到这里 越 来 越 繁 荣 ，我 们 很 有 成

就感。如果说老一辈铁路建设者是建设

国 家 的 前 浪 ，我 们 就 是 后 浪 。 总 得 有 一

些后浪，奔涌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苏州援藏干部、拉萨市林周
县发改委副主任王俊：

“不仅要带来项目，也
要带来工作态度和方法”

拉萨北部的林周县唐古乡，海拔 4200

多米。

作为土生土长的唐古人，在拉萨大学

学习旅游管理的乌坚措姆从没想到这里还

能开办高级酒店。

王俊不这么觉得。2019 年，32 岁的他

作为江苏省第九批援藏干部团队中年龄

最小的成员，从苏州市来到林周县发

改委，唐古旅游服务中心就是王俊最

早经手的项目之一。

如今，在唐古旅游服务中心，酒店工作

人员乌坚措姆和同事们非常忙碌，这里基

础设施完善，游客的数量也远远超出了

她的想象，几十个房间的酒店在节假日

常常“一房难求”。“拉萨要建设北部旅游环

线，我们苏州援藏就希望在沿线布设一批

项目，让‘拉北环线’能切实带动当地群众

提升生活质量。”王俊说：“唐古乡毗邻热振

国家森林公园，旅游资源丰富，目前建成的

唐古旅游服务中心就是我们交出的答卷。”

第一次去唐古，王俊印象深刻——100
公里左右的道路，开车走了四五个小时。路

上到处都在施工，泥水飞溅，路面坑洼，途中

还要翻越一座海拔近 5000米的大山，遇到塌

方或者施工维修，车辆就要停留许久。

从交通配套到唐古乡卫生院等民生设

施，再到旅游服务中心，苏州共投资近 1 亿

元用于当地旅游发展和民生改善。走在崎

岖的山路上，王俊心里不停琢磨：“酒店的

项目，要怎么才能赢利？这些民生项目完

成后，会有多大变化？”

这是他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苏州援

藏给这里定下的目标是“能赢利、能自我造

血”。这个看起来不高的要求，对许多西藏

的项目来说，都显得相当困难——这里气

候寒冷，一年施工期大概只有六七个月；这

里海拔较高，很多工程设施无法架设，一些

作业人员也不愿意来。种种问题都会拖慢

施工进度，也对项目的质量提出挑战。

为了保障各个项目的施工进度和建设

质量，王俊一趟趟往唐古跑，有时候一个月

要去两三次。有一次，道路施工中断，王俊

和同事只能绕几百公里路，多花一天时间

从拉萨市区到林周县城。

唐古乡越跑越多，变化王俊看在眼里：随

着交通改善项目的不断推进，县城到乡里交通

改善了，路程从四五个小时缩短到两个小时；

随着乡镇配套医疗设施项目的落地，当地老

百姓的一些小病都能就地解决；随着唐古乡

旅游服务中心建设完成，越来越多的游客选

择来唐古乡旅游观光，这里已经逐渐成为拉

萨北部旅游环线上的一个知名“打卡点”。

项目建设不仅改变了当地的环境，也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干部的精神面貌。

刚来林周工作的时候，一些干部对项目没

有 信 心 、缺 乏 热 情 ，总 喜 欢 说“ 差 不 多 就

行”。“我看差一点都不行！”王俊总是要把

项目的细节一点点敲定、一点点打磨。在

他的影响下，周围的人对待项目的态度更

加认真，各项规章制度也更严格，因为大家

都知道，但凡有点问题，都会被王俊打回去

重来。

“项目先期不把细节算清楚，预算就容

易超标，到时候再调整，一来手续麻烦，影

响工期，二来也会形成马虎的习惯，很难严

肃起来。我们不仅要带来项目，也要带来

工作态度和方法，这样才能给西藏带来更

长远的改变。”王俊说。

一大批年轻人在西藏建设中建功立业——

雪域高原奉献青春力量
本报记者 徐驭尧

在东京残奥会的赛场上，有这样

一群超越自我的中国健儿：90 后女孩

刘翠青因眼疾常年处于黑暗的世界，

却能在田径赛场上奋力奔跑，第一个

冲过终点；80 后小伙冯攀峰右手持拍，

左手转动轮椅，蝉联乒乓球男子单打

冠军；31 岁的游泳运动员郑涛失去双

臂，但依然在泳池中劈波斩浪，连夺两

金 …… 这 群 年 轻 的 中 国 健 儿 正 视 困

难、刻苦训练，让五星红旗在赛场一次

次升起，向人们展示了奋斗的人生没

有什么不可能。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民

族复兴的使命要靠奋斗来实现，人生

理想的风帆要靠奋斗来扬起”“要励

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深情寄语广大青年，勉励

他们争做新时代奋斗者，以青春之我、

奋斗之我为民族复兴铺路架桥，为祖

国建设添砖加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使命，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

历史交汇点上，奋斗是新时代青年成

长成才的必然选择，也是国家和民族

战胜困难、走向辉煌的必由之路。

奋斗需要在做好每一件小事、完

成每一项任务、履行每一项职责中见

真章。放眼神州大地，各行各业的青

年正在把理想抱负熔铸于脚踏实地的

奋斗，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在实

干中实现人生价值。年轻驻村干部黄

文秀白天跑到各个单位争取项目、申

请资金，选址、修路、建立电商服务站，

努力让村子富起来、美起来，晚上挨家

挨户了解情况，谈心交心，帮乡亲们排

忧解难；平均年龄只有 30 多岁的“嫦

娥”团队、“北斗”团队、“奋斗者”号载

人深潜团队不舍昼夜、潜心科研，突破

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勇攀创新高峰；

故宫博物院的年轻文物修复师杨玉洁

静心学习、传承绝技，她通过清洗、配

胶、粘接、打磨、补配等一系列繁琐工

艺，恢复了文物往日的神采……一个

个青春奋斗的故事，说明了一个朴实

的道理：新时代的青年人立足本职岗

位，脚踏实地加油干，才能在奋斗路

上大展身手，写下无愧于时代的青春

篇章。

奋斗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遇到急难险重、打击挫折在所难

免，青年人面对困难和压力时要有毫不畏惧、不断奋起的勇气，

做经得起风雨的奋斗者。“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

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中国科学院大学工学博士黄

国平在博士毕业论文中一句致谢的话，打动了很多人。1987 年

出生的黄国平经历了许多生活的艰难，但他却未被这些困难压

倒，坚持求学奋斗，探索人工智能领域里的新天地。山再高，往

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只有经得起摔打、挫折、考验，才能成为奋斗

路上的强者。

美好的梦想，要靠奋斗来实现；生命的辉煌，唯有奋斗才能

铸就。青年一代肩负使命、砥砺奋斗，才能自信地喊出：“请党放

心，强国有我！”

﹃
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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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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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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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大学期间学的是林业技术专业，在学习中我了解到“草方

格”防沙治沙技术后，对宁夏“绿染黄沙”充满了好奇和感佩。2016
年，共青团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到福建招募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

者，我感到自己所学的专业有了用武之地，就决心到西部去，到宁夏

去，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

我服务的地方在宁夏盐池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中，

我们要处理乱砍滥伐柳树、随意搭建羊棚等情况。刚开始乡亲们不

理解不支持，经常把我们骂出来、赶出来，我觉得特别委屈，但想着群

众工作是需要用心用情的，我和西部计划志愿者小伙伴们就调整思

路，耐心给乡亲们讲政策，帮大家想办法。通过发展蔬菜大棚种植、

羊只暖棚圈养等，我们帮他们减少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最终得到了乡

亲们的理解和支持。现在再见面，乡亲们都对我们非常热情。

在 3 年的西部计划志愿服务中，我结识了很多宁夏的青年朋友，

在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下，我与宁夏这片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服务

期满后，我回到了福建，心里却一直惦念着宁夏。2020 年，团宁夏区

委再次向我发出了邀请。作为家中独子，父母想把我留在身边，但是

为了实现梦想，我毅然决定再到宁夏、扎根宁夏。

在团宁夏区委的对接和引导下，我来到了闽宁镇，作为福建籍来

宁创业青年，有了更广阔的发挥平台。初到这里，我发现闽宁镇农特

产品品质非常好，但是缺乏有效的宣传推广。所以，我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举办“我为闽宁来代言”直播活动，邀请了农村青年致富带头人、

产业发展带头人、创业青年、“网红”等为闽宁特色产品直播带货，第一

天的销售额就达到了 96万元。现在，闽宁镇的红树莓、奶瓜瓜、双孢菇

等农特产品越来越为人们所熟悉，成为闽宁镇的亮丽名片。

为了给更多的闽宁创业青年搭建交流合作平台，扩大闽宁两地

特色产品销售渠道，我创办公司，把更多更好的产品卖到福建。我还

作为代表到福建 9 所高校开展宁夏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宣讲交

流，用自己的奋斗故事，号召更多的青年到宁夏实现青春梦想，让青

春在投身西部建设中绽放绚丽之花。最近，团宁夏区委印发《推动返

乡入乡青年投身乡村振兴的实施方案》，为返乡入乡青年人才搭建了

广阔平台，释放了政策红利，这让我们更有信心、更有决心把产业做

大做强，为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作者为福建援宁对口扶贫协作专技人员、宁夏闽宁缘商贸有限

公司负责人，本报记者刘峰采访整理）

山海情更浓
奋斗正当时

郭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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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王俊在工作中王俊在工作中。。

图图②②：：王德伟在指导孩子阅读王德伟在指导孩子阅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徐驭尧徐驭尧摄摄

图图③③：：西藏自治区山南市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一列动车一列动车

组行驶在拉林铁路上组行驶在拉林铁路上。。

焦宏涛焦宏涛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④④：：张腾在铁路施工现场张腾在铁路施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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