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青春之我以青春之我
书写奋斗华章书写奋斗华章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关键课程。日前“把青春华章写在

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网络主题宣传和

互动引导活动在四川大学举行，讲述

青年榜样可敬、可佩、可学的事迹，与

广大青年学子同上一堂别开生面的

线上线下“大思政课”。

新时代中国青年大有可为，也必

将大有作为。本报今推出特别报道，

从时代浪潮中采撷几朵青春浪花，看

他们以青春之我书写奋斗华章，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添砖加瓦。相信他们

的故事将会感召更多青年学子点亮

理想之灯，笃立鸿鹄之志，在火热实践

中关注时代、关注人民。

—编 者

今年，我获得第四十九届南丁格尔

奖章。 10 年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护

理部的前辈也曾获此荣誉；10 年来，奖

章的成色没有变，生命至上的理念没有

变。沉甸甸的奖章并不属于我一个人，

而是属于每一位守护人民健康的护理

工作者。

我 17 岁从卫校毕业，开始从事护

理工作。 28 年间，我经历并见证了我

国护理事业发展量效同升，护士队伍整

体素质和专业能力不断提升。护理教

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让我有机会用奋斗

书写青春华章，从中专、大专、本科、硕

士，一步一个脚印，最终获得护理学博

士学位。

医者无疆，情谊无间。在工作中，

我和同事远赴非洲，协助开展医疗救

援。到达埃塞俄比亚后，高海拔和炎热

天气让人感到极度疲惫。虽然自然条

件恶劣、医疗物资紧缺，但大家都坚定

地认为，医护人员就应该在患者身边，

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而携

手努力。

大医精诚，使命在肩。我始终坚

信，护理不只是打针输液，以优质护理

服务增进人民健康福祉值得我们投入

毕生精力和智慧。怎样用科学方法预

防疾病、减少并发症，同时给患者提供

有效的照护？这需要在护理人才培养

方面加快探索，把护士培养成专家型人

才，更好发挥其专业价值。我时常告诉

学生，护理专业的背后是追求科学、不

断创新、周到护理、护佑生命。未来，我

将继续推进循证护理，帮助年轻学生和

护士提高专业能力，用初心使命、专业

技能和不竭大爱守护患者。

曾有患者康复后对我说：“戴着口

罩，看不清你的模样，但我记住了你的

眼睛。”患者的肯定是对我工作的最佳

褒奖，与奖章一样沉甸甸。

（作者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护理部

主任、博士生导师）

蒋老师一步一个脚印，义无反顾参

加汶川地震、援外医疗救援，我从中看

到了迎难而上、永不放弃的闪光点。她

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无

限的潜力，要矢志奉献国家和人民，拿

出勇气去拼搏奋斗。

蒋老师说：“我为自己是一名护士

而骄傲。”这份强烈的职业自豪感深深

影响了我，我对自己的职业志向更加笃

定，要努力成为“忠于患者、精于临床”的

护理人员。期待有一天，我能用专业、精

业、敬业，扛起守护人民健康的重任。

—— 四 川 大 学 华 西 临 床 医 学 院

2021 级硕士研究生周川茹

用爱点亮生命之光
蒋 艳

时光飞逝，转眼已是我在南疆工作

的第七个年头。回首一路走来的点点

滴滴，我深深感到，基层天地广阔，是青

年人成长成才的大舞台。

2016 年，我从塔里木大学毕业，作

为选调生来到新疆喀什地区伽师县的

乡镇一线。刚到村里第一天，村民笑着

问我：“孩子，你有没有 20 岁？会不会

当书记？”当时我有些无助，光是和村民

沟通就挺难的，更别提开展工作了。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每一项

事业都是靠脚踏实地干出来的。为了

和村民熟悉起来，我与大家同吃同住同

劳动。炎炎夏日，我帮农户收麦子，脸

都晒脱了皮；秋收时节，我帮农户收玉

米，胳膊酸到抬不起来……久而久之，

我和村民们的感情越来越深。

7 年间，我辗转了 4 个乡镇、5 个村，

始终扎根在基层。当地孩子会亲切地

叫我“阿卡”，就是哥哥的意思。有一

次，几个小朋友抱着自家煮好的玉米，

一路走了几个小时来找我，孩子们开心

地喊着“阿卡，吃玉米”，那一刻的感动，

让我心里暖暖的。

青春之花要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怎样带动村民致富，让乡亲们

过上好日子？我关注到当地特色林果

业——新梅。伽师县具有独特的土壤

和气候条件，培育出的新梅富含花青

素、维生素。在担任伽师县夏普吐勒

镇其纳艾日克村党支部书记期间，我

带 领 114 家 贫 困 户 ，培 育 种 植 新 梅 苗

圃 200 亩 。 一 次 次 请 教 技 术 人 员 、一

趟趟咨询种植农户、一遍遍观看网络

教学视频，我也成了新梅种植管理的

“半个专家”。

同人民一起奋斗，青春才能亮丽。

我将继续坚守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像

一株胡杨树，发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扎根边疆、甘于奉献的精神，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努力奋斗，把青春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作者为新疆伽师县和夏阿瓦提镇

党委副书记）

从语言不通、交流不畅，到与村民

打成一片，范晓康学长的经历诠释着攻

坚克难、甘于奉献的精神，也书写着基

层青年干部成长成才的奋斗篇章。“生

活再苦，也要苦中作乐”，他的话给我很

大启发。

新时代的青年，应勇于到条件艰苦

的基层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作为一名

动物科学专业的学生，我愿和范晓康学

长一样，做一株扎根边疆的胡杨树，学

好专业知识，深耕畜牧领域，今后为南

疆畜牧业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 塔 里 木 大 学 动 物 科 学 专 业

2020 级本科生张乐天

如胡杨般扎根边疆
范晓康

从祖辈起，我和家人一直生活在云

南普洱市景迈山傣族村寨——景迈村。

今年 9月，“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 80后新

一辈茶人，我时刻感到重任在肩。

景迈山村村种茶、家家采茶、户户

制茶，制茶技艺代代相传。以往加工粗

放，销量并不理想。大学毕业后，我返

回家乡，在保留传统的同时，也尝试购

置新的制茶设备，和乡亲们一起创业致

富。大家组建合作社，让我负责。土地

流转收“租金”、务工赚“薪金”、股份合

作分“股金”、种植得“现金”，曾经的“小

散弱”抱团闯市场。

古茶林与树林共生共长，只靠周围

树木的落叶枯枝作为天然肥力供给，不

使用农药化肥。为使整座茶山实现统

一管护、达到生态系统高度平衡，新种

植的茶林也不能使用农药化肥，要采用

传统的林下茶种植技术。这些“条条框

框”，让村民一度抵触。

村里党员、干部主动带头，先改造

自家茶树，和村民一起讨论如何让新茶

树与古茶树和谐共生。经过几年，大家

看到林下茶种植技术可使茶芽长得更

好，茶更香更甜，价格自然也更高了。

大家相信，这将是我们这辈人留给子孙

后代、延续古茶林生命力的第二代古

茶林。

用青春见证景迈山成功申遗的过

程中，合作社也逐步发展壮大，社员从

最初的 27 人增加到 229 人，茶叶年产

量达到 200 余吨，带动周边近 500 户农

户增收。几十个姐妹陆续加入创业队

伍，建茶厂，开民宿，致富路越走越宽。

茶字拆开，是人在草木间，多和茶

林作伴，才能懂得我们与茶的渊源。作

为景迈山新一辈茶人，我要传承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这里

成 为 世 界 了 解 中 国 茶 文 化 的 一 扇 窗

口。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古茶林的保

护队伍。

（作者为云南景迈人家茶叶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品景迈山古树茶，香中带涩，但回

甘绵长，这是茶的口感，亦像是新茶人

仙贡的“护茶”之路。她带领村民共同

努力，让景迈山茶叶和茶文化走出大

山、走向世界。她始 终 坚 守 自 己 的 信

念，并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新时代青年的

责任担当，让我由衷钦佩。

景迈山古茶林种植，实现了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创造了可持续的发展模

式。作为一名生态学专业的学生，我深

受启发：生态与文化共生共长，要走近自

然才能理解自然。

—— 云 南 大 学 生 态 与 环 境 学 院

2023 级硕士研究生文宇倩

新茶人守护古茶林
仙 贡

从 2004 年开启田径生涯，到站上

杭州亚运会田径男子 100 米的冠军领

奖台，回望过去，我仿佛看到了自己从

水乡小镇出发，一步步奔向世界大赛

跑 道 的 每 一 步 。 这 些 都 是 我 追 寻 梦

想、不断冲刺的见证。

力量训练、技术训练、专项训练、

起 跑 训 练 …… 跑 道 上 面 浇 灌 了 无 数

的 汗 水 ，训 练 笔 记 积 累 了 厚 厚 一 沓 。

在 19 年 的 运 动 生 涯 里 ，我 习 惯 了 在

枯 燥 训 练 中 发 掘 新 的 乐 趣 。 仅 仅 是

调整起跑动作的一个细节，我就练习

了 3 年，通过日复一日的训练找到发

力 感 。 这 些 变 化 与 提 升 无 法 被 肉 眼

捕 捉 ，却 终 将 体 现 在 每 一 场 比 赛

当中。

“感谢你没有放弃”，是我最想对

年少时的自己说的话。14 岁时，一次

严 重 的 髋 关 节 受 伤 让 我 几 近 跌 入 谷

底，当时教练建议我放弃田径。但那

年夏天，我在电视机前目睹了北京奥

运会的盛况，以及一幕幕顶尖运动员

们创造历史的荣耀时刻，我在心中立

下目标：“一定要成为这样的运动员！”

经过一年多的康复训练，我以 100 米、

200 米均跑进国家一级水准的成绩证

明了自己，找回了信心和状态。

或许是倔强，或许是坚持，我一次

又一次战胜伤病，重返赛场。在杭州

亚运会上，我放弃了主项 200 米，专攻

100 米和 4× 100 米接力，希望能和年轻

队员们一起，让世界看到“中国速度”，

展现出中国田径队的风采。站上领奖

台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了中国田径队

传承的力量，更坚定了自己要继续奔

跑的决心。

在过往几届世锦赛、奥运会等世

界大赛中，中国田径队在奖牌榜和积

分榜上位居前列，在亚洲各参赛代表

队 中 更 是 位 列 榜 首 。 我 们 只 有 做 得

更 好 ，才 不 辜 负 前 辈 们 的 努 力 和 探

索。在明年的巴黎奥运会跑道上，我

定 当 全 力 以 赴 、不 留 遗 憾 ，跑 出 好

成绩。

（作者为中国田径短跑运动员）

赛场之上，谢震业是最优秀的运动

员之一，是年轻人心中的榜样；赛场之

外，谢震业是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

系的博士研究生，是我的同班同学。了

解了他奋斗历程的不易，听到他对于巴

黎奥运会的期待，我有许多说不出的感

动。相信会有更多的运动健儿，沿着他

的脚步逐浪高歌，实现自己的梦想。

作为一名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

我要打好基础、提升能力、追求卓越，

以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健康中国和体

育强国建设中去。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体育学系

2022 级博士研究生范勇

在追梦中不断冲刺
谢震业

我是一名社区工作者、盲人电影院

义务讲解员，也是一名左腿截肢的女

孩。于我而言，生命虽有裂痕，但并不

影响我努力追随光、成为光，做一名温

暖的人。

我从小患有神经纤维瘤，做过很多

次手术，但我依然坚持学习、工作。得

知湖北武汉市统一招聘残疾人社区工

作者的消息后，我鼓起勇气报名并通过

考核，成为蒋家墩社区的一名干事。能

够自食其力，哪怕只是做一些小事，对

我来说都意味着生命价值的体现。

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更想为别人

撑一把伞。2010 年，听说武汉市残疾人

联合会要建盲人电影院，我喜欢看电

影，也一直想做志愿者，因此不假思索

地报了名。

一部电影，短则 1个多小时，长则 3个

小时，为了给盲人朋友讲清楚，我得看

20 多遍。先闭上眼睛听，把听不懂的内

容记下来，再边看边写解说词，写完再

闭上眼睛听……只有充分体会盲人朋

友的感受，才能传递电影的内容和情

绪，传递出一个“多姿多彩”的世界。

我至今记得，第一次讲解的电影是

《山楂树之恋》。电影结束后，几名盲人

朋友摸索着走过来，激动地握着我的手

说，“这是我第一次‘看’电影”“你就是

我们的眼睛”……也是那一刻，我决定

要将这件事情一直做下去。

这一做就是 14 年。 14 年来，我为

盲人朋友讲了 300 多场电影，为 80 多部

电影写下了 100 多万字的讲解稿，通过

网络直播还有近百万人听过我讲电影。

不久前，杭州亚残运会闭幕式在杭

州举行，我受邀为视障朋友讲解主火炬

熄灭环节。在通往主火炬的台阶上，和

数十名听障、视障小朋友们坐在一起，

我热泪盈眶。我能感受到，他们心中一

定燃起了希望的火焰。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

方。能成为更多人心中的那束光，我特

别高兴。

（作者为湖北武汉市盲人电影院义

务讲解员）

左腿高位截肢，却身残志坚，这是

自强不息的勇气；为讲好一部电影，常

常工作至深夜，这是坚韧不拔的毅力；

参与志愿服务，做盲人看不见的光，这

是乐观向上的人生……在杜诚诚身上，

我学到了很多。

身为一名视障学生，我相信自己也

可以活出多彩人生。选择特殊教育专

业公费师范生之后，我更坚定了志愿服

务、回报社会、无私奉献的决心。我将

努力学习，成长为一名特教老师，在自

己热爱的领域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华中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

2023 级本科生尹宝玄

帮视障者“看见”世界
杜诚诚

（本版报道由本报记者黄超、丁雅诵、闫伊乔，

人民网记者朱虹、周雯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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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蒋艳（左）与年轻护士交流工作。 受访者供图

图②：在新疆伽师县和夏阿瓦提镇幸福村小学，范晓康（右）

和孩子们在一起。 蔡忠祥摄（人民视觉）

图③：仙贡坐在家中火塘边。 何 俊摄（人民视觉）

图④：杭州亚运会田径男子 100米决赛现场，谢震业夺冠。

袁 蒙摄（影像中国）

图⑤：湖北武汉市残疾人联合会举办的党课宣讲活动上，

杜诚诚在讲党史故事。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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