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社会经纬
责编：张一琪 邮箱：rmrbzyq@126.com

2021年7月19日 星期一

新视角新视角

中国青年观察⑤

又是一年高校毕业季。越来越多高校
在毕业典礼上设置了一个特别的仪式：典
礼现场，为选择去西部、基层、国家重点
发展领域就业的毕业生代表献上鲜花，让
他们接受来自全体师生的掌声与敬意。

“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
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在实现中
国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下，
近年来越来越多高校毕业生选择投身广袤
的祖国大地，去西部，去艰苦的地方，扎
根基层。

我们要向这些年轻人表达敬意。因为
他们中的许多人本可以留在大城市，但他
们选择投身农村，将青春奉献给广袤基
层，将自身命运与人生梦想融入国家和民
族的事业中，在奋斗中增长才干、实现人
生价值、升华理想境界，生动展现了新时

代青年的风采。在乡村大地上，他们倾情
投入。在全国选派的 25.5 万个驻村工作
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中，很
大比例是青年，黄文秀、张小娟、樊贞子
等一批青春身影永远定格在了扶贫一线。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一线，他们用尚显稚
嫩的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在4.2万多名驰
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就有 1.2 万多名是

“90 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95 后”“00
后”，7万多支青年突击队、163万多名团员
青年坚守社区防控、医疗救治、物资生产
一线。在国家各个重点发展领域和科技创

新前沿阵地上，他们脚踏实地，探索星辰
大海。在“嫦娥五号”探月取壤、空间站
建设、“天问一号”探测火星、“奋斗者”
号载人深潜等征程中，“80后”“90后”已经成
为中坚力量。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

年轻人愿意到基层去，得益于政策引
导、教育发展与社会进步。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央和各级政府不断完善体制机制，
积极为青年人到基层服务锻炼搭建舞台。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
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

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
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

（2016—2025年）》……一系列政策规划出
台，让广大青年就业创业拥有了更加优越
的发展条件；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

“西部计划”、特岗教师、“脱贫攻坚专干”
“乡村振兴协理员”等计划、项目，让青年
人投身基层的渠道愈加宽广。如今，越来
越多高校鼓励学生扎根基层，拜群众为
师；越来越多学生摆脱择业偏见，听从内
心召唤，制定脚踏实地的职业规划；越来
越多社会有识之士倡导更为理性的就业

观、择业观，将学历等同于就业、以岗位
光鲜论成功的传统择业观念正逐步被打
破，基层奋斗经历被看做走向成功的宝贵
精神财富。

毛泽东同志在 《农村调查》 一书的序
言中说：“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
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当代
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
一代，身逢盛世，重任在肩。要懂得中国的事
情，广大青年需要在基层、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经历风雨、挥洒汗水、历练成长，让青
春之花绚丽绽放，方能承担起接续奋斗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重任。

与新时代同向同行的中国青年
彭训文

“有些许焦虑，又满是期待”

湖南汝城沙洲村，长征路上发生在这里的“半条被
子”的故事，感动和激励了许多人。

2019 年，陈娟娟来到这里驻村。刚刚从中山大学硕
士毕业，直接来到基层时，“有些许焦虑，又满是期
待”。能来到有着深厚红色传统的沙洲村，陈娟娟觉得很
幸运，也备感压力。

知道自己要去沙洲村之后，陈娟娟做了很长时间的
心理建设。“我一直在思考我要过几关，想来想去，是要
过‘三关’。”陈娟娟向记者娓娓道来：一是“身份关”，
从一名大学生到一名驻村基层干部，身份的转变必然带
来各种不适应，需要自己调节；二是“语言关”，陈娟娟
是江西人，来到湖南，方言要适应一段时间；三是“生
活关”，以前生活在广州，现在来到乡村，生活设施和便
利程度都有限。

陈娟娟很快就适应了沙洲村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这
“三关”是顺利地过了。

杨亮和陈娟娟不同的是，他已经在城市就业了。但得
知可以去基层扶贫，杨亮就做了决定。这源于他比较深的
基层情结，也与他的经历有关。本科毕业后，他前往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支教一年，之后又在北京市延庆区担任
过3年大学生村官。

2019年 12月，杨亮的身份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的一名纪检干部转变为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大
沁他拉镇哈沙图村第一书记兼驻村工作队队长。

有人问他，为啥要来受这苦。杨亮说：“我有机会
在脱贫攻坚这场伟大事业中为第二故乡做点事，荣幸
之至。”

赵文博当时是河北省蔚县烟草局的员工，2018 年因
为单位的定点帮扶任务，他来到了草沟堡乡上里罗村。

一开始，赵文博不太适应，毕竟离开县城稳定的生
活，扎根农村扶贫，还不知道要吃什么样的苦，受多少
累。但是看着破旧的村庄和仍然贫困的乡亲们，赵文博
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点名堂。”

“当初我申请来村里扶贫时，考虑得很简单：就是
想在基层工作，与老百姓一起生活，帮助他们致富，
其他的啥都没考虑。就是想去！”艾秀是中国太平保险
集团选派到甘肃省两当县石马坪村的第一书记，对于
来到基层扶贫，她就是凭着一股热情和根植心底的家
国情怀。

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过程中，集中精锐力量投向主
战场是一项重要的举措。据统计，全国累计选派 25.5 万
个驻村工作队、300 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
200 万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
这其中就包括陈娟娟、杨亮、赵文博、艾秀这样的“80
后”“90 后”的青年人，他们用热血和激情，全身心地
投入到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中，作出了令人感奋的青春
贡献。

要“输血”，更要“造血”

理想高于天，但实现理想还是要脚踏实地。这些年
轻的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帮助村
民脱贫，迈向幸福生活。

“刚到村里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手足无措。”赵文博对
记者描述了当年刚到村里的情形：基础设施差、没有路灯、
没有硬化路面，由于村子在山里，全年寒冷天气居多，耕地
都是一块一块的，村内常住人口平均年龄50岁以上，“真的
是一筹莫展。”

随着政策落实和帮扶措施实施，赵文博和其他同事也
开始忙碌起来，原本破旧的村庄开始热闹起来。“路面全部
硬化，通到每一户，路旁安装了太阳能路灯……”赵文博如
数家珍般说起这些年的变化。

扶贫，不能只是“输血”，更要“造血”。杨亮在纷
繁复杂的工作中，抓住了“牛鼻子”——发展产业。

哈沙图村多年一直以蔬菜种植为主导产业，素来有
“奈曼王爷的菜园子”的美誉。但由于技术、管理、经营

和销售经验不足等因素，群众收入并不高。
驻村伊始，杨亮就跑遍了田间地头、问遍了干部群

众，多次组织村干部及种植户代表外出考察学习。借鉴
他人先进经验和技术，杨亮让村里的种植大户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统一品种、统一茬口、统一经营、统一管
理，走集约化、规模化道路，形成可持续的蔬菜产业链。

“我经常包车往我在北京住的小区送菜，供不应求。
我回京探亲期间，会有邻居敲门跟我订菜。”说起这些，
杨亮心里美得很。

2019 年，陈娟娟刚到沙洲村的时候，沙洲村已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础设施正在逐步完善。“但是村
民的思想还有点跟不上。”沙洲村有着丰厚的红色旅游资
源，在基础设施完善的前提下，如何让村民吃上吃好

“旅游饭”，是陈娟娟一直思考的问题。
从此，陈娟娟经常入户，和村民们面对面交谈，了

解他们的需求，为他们解决在发展产业过程中的实际困
难。陈娟娟还和沙洲村“两委”一起，为沙洲村的乡村
振兴做规划。

“和村民打交道，就是要将心比心，要心贴心。如果
你不及时回应，那他可能就不会再来找你，对你的信任
就丧失了。”陈娟娟在工作的过程中，总结出了“群众工
作之‘身体’法则”：身要正，心要诚，皮要厚，腿要
勤，眼要活，嘴要甜，耳要灵，脑要清，手要严。

艾秀刚到石马坪村的时候，并不被村民们看好。“派
这么年轻个女娃娃能干啥？这下完了，啥都别指望了。”

“这哪像是来干活的，就是一个洋娃娃。”类似这样的话
不在少数，但艾秀没有气馁。

到群众中走访、帮助村民干农活，吃农家饭、喝百
家水，和农户聊天，艾秀将近两年的时间都在忙着为村
民出谋划策、解决实际困难。慢慢地，村民开始认可
她，她做的许多事情也得到村民的赞许。“就是咬牙坚
持，扶贫好比一根扁担，一头是村民的美好生活，一头
是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挑在身上马虎不得。”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卢蓉认为，青年扶贫干部深入农
村，率领村民风风雨雨、一锤一背篓，如当代愚公一般
辛勤劳作，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唱响了新时代真正的
青春之歌。

“看到他们笑，我真的心满意足”

如今，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
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
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
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
的人间奇迹！

千千万万奋战在一线的青年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积累了经验，获取了党和人
民的信任，他们正在一步步成为中国的中流砥柱。

如今，慢慢习惯了沙洲村生活的陈娟娟开始眷恋起
这片土地。“村民们对我太好了，他们叫我‘沙洲女
儿’”。根据选调生培养要求，陈娟娟要到郴州市市直机
关跟班学习一段时间。准备去报到的时候，不知从哪儿
得到消息的村民以为她要离开沙洲了，连夜为她纳了两
双鞋底，并在微信上给她留了言。

“你为沙洲做的太多了。一个女孩子背井离乡为了
沙洲的美好未来，付出这么多，我代表我们全家感谢
你。”讲起这段话，陈娟娟有点哽咽。

赵文博在接受采访时坦言，黄文秀对他触动很大。
“她一个女孩子，能走进农村、扎根农村，带领乡亲们脱
贫，我很佩服她。”得知黄文秀去世的消息时，赵文博满
是惋惜，“她的牺牲重于泰山，我要向她学习。”

所以在扶贫过程中，赵文博更加注意方式方法，在
完成既定任务之外，他还力所能及地自掏腰包去照顾村
子里那些孤寡老人或者行动不便的人，“看到他们笑，我
真的心满意足。”

如今的上里罗村，下雨不再是到处泥泞，山洪不再影
响村庄，走夜路有灯光，旅游大巴直接开进村里，贫困户脱
了贫……

艾秀也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成绩。石马坪村大力
发展花椒产业，艾秀就邀请专家来为村民培训讲课，引
入资金修水渠、购买化肥和农具、修建生产车间等。
2021年预计可挂果上千斤，总收入可达60万元，户均增
收近万元。“椒农看到了希望，更加有信心了。”

脱贫攻坚顺利收官，但这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
——乡村振兴大幕拉开。

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向重点乡村
持续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意见》，要求总结运用
打赢脱贫攻坚战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的重要经
验，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乡村振兴作为培
养锻炼干部的广阔舞台。

这是青年们施展抱负、为民服务的又一个广大舞
台，青年们可以再一次唱响乡村振兴的田园牧歌、青春
之歌。

再过几个月，陈娟娟的两年基层服务就要到期了，
“我愿意留下来，继续为群众办实事，为基层做贡献。”

今年2月，杨亮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这是
对他驻村扶贫最大的鼓舞。如今，杨亮又开始新的谋
划：“我们想立足于蔬菜主导产业实际，从智慧农业引
领、新时代文明中心打造和选齐配强村‘两委’班子这
三个方面入手，和全村老百姓一起努力把哈沙图村打造
成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乡村振兴示范村。”

越来越多的青年投身脱贫攻坚、乡村振兴——

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本报记者 张一琪

在“七一勋章”的获得者里，有一位姑娘将生
命永远定格在了30岁。她叫黄文秀，广西百色乐业
县新化镇百坭村第一书记。2019年6月16日晚，黄
文秀从百色返回百坭村途中遭遇山洪不幸牺牲。

黄文秀是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毕业原本有机
会留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但是她没有这样做，而是
毅然决然回到家乡，来到农村，一心帮助村民脱贫
致富。“是党让我家变好，我要入党，回报于党；是

家乡养育了我，我就应该学成归来，回报家乡；是
祖国培养了我，我就到祖国最急需的地方，做最急
难险重的工作，回报祖国。”黄文秀生前曾这样说。

其实，越来越多像黄文秀一样的青年人在脱贫
攻坚的舞台上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越来越多的青年
人选择扎根基层。如今，乡村振兴的大幕已经拉
开，在乡村振兴的新舞台上，正掀起一股强劲的青
春风暴！

上左：沙洲村村民为陈娟
娟纳的鞋垫。

上右：沙洲村村民和陈娟
娟 （右） 微信聊天截图。

中图：杨亮在贫困户家庭
慰问。

下左：赵文博在贫困户家
庭做入户调查。

下右：艾秀在查看花椒树
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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