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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博白县那卜
镇的村民还聚集在镇长林舒进的办公室里，热
火朝天地讨论着。花卉基地下一步怎么干？销
售渠道如何拓展？村民们走后，林舒进的思绪久
久不能平静。“乡村振兴是机遇也是挑战，我既然
任了这个职，就要干好分内的事。促进产业发展、
建设美丽乡村，让老百姓都能享受到乡村振兴带
来的福利，我们重任在肩。”林舒进说。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这是林舒
进深植内心的想法。2014 年，林舒进成为西安
交通大学的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在学校上的
第一堂课就是‘西迁精神’，那些记录着西迁历
史的老照片、那些感人至深的西迁故事，深深
打动了我，也让我不断思考，是什么支撑着前
辈们做出这样的选择。”林舒进回忆道。

2017 年，林舒进主动报名参加学校的科技
扶贫挂职项目。在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正阳镇，
林舒进每天的工作轨迹几乎是两点一线：白天到
贫困户家里走访调研，晚上回宿舍作总结、找问
题、想办法。目的只有一个，找出适合当地的脱贫
路径！看着林舒进每天起早贪黑，村民们纷纷竖
起大拇指，“这个学生娃能吃苦！”

博士毕业后，林舒进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
玉林市交通运输局工作，并主动申请赴博白县
那卜镇石茅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对他去更艰
苦的岗位工作，起初家人不理解，但林舒进却
干劲十足。“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国家的大
事，作为青年学生，发挥特长、服务社会，是
我们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林舒进说。

围绕花卉等产业，建设生态环保的特色产
业示范基地；在石岭胫屯完成主路景观带工
程，推进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组织村干部考
察金花茶、油茶等产业，拓展致富渠道……一
件件惠及群众的实事落地见效，林舒进也于今
年5月被任命为博白县那卜镇镇长。

谈起取得的成绩，林舒进感慨道：“‘西迁
精神’培育了我的家国情怀，教育我要胸怀大
局、无私奉献。西迁前辈的故事一直激励着
我，我决心要像前辈们一样，永远听党指挥跟
党走，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奉献自己的青春。”

11 月初，西安交通大学创新港校区，一位
满头银发的老先生正在为近400名研究生讲授数
值传热学。虽已 82岁，但他依然精神矍铄、话
语铿锵。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通大
学教授陶文铨。

“交大西迁，扎根黄土仍枝繁叶茂，我是西
迁‘大树’上的一片小叶子。”1957年，陶文铨
从浙江绍兴考入交通大学，直接到西安报到，
成为交大西迁后培养的第一批学生。陶文铨告
诉记者，自己是在“西迁精神”熏陶下成长起
来的。

还记得刚到西安时，学校的条件还很艰
苦。校外是一片麦浪，校内是建筑工地。气候
干燥，有半年多的时间，陶文铨经常流鼻血。
从吃米饭到吃馒头，饮食也不太适应……陶文
铨说，尽管如此，师生们热情不减。“西迁的老
师们非常重视教学工作，帮助青年教师成长。
老师们以国家为重、以工作为重，将自己的人
生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这种精神对
我和其他同学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陶文铨始终坚守在教学
工作第一线，并长期从事传热学及其数值模拟
方法与工程应用研究，推动与促进了我国计算
传热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要当好一名老师，必须热爱专业，热爱教
学。站在讲台上，要对几百双渴望知识的眼睛
负责，不能耽误学生一堂课！”为了给学生上
课，陶文铨曾提前结束国外访学，从机场直奔
教室。课前，他总是认真准备，纳入新的内
容。慕名而来的学生坐满了阶梯教室，他就买
了 20个小马扎，方便学生听课。谈及为什么这
样“拼”，陶文铨说，不能辜负几十年前那一大
批西迁前辈的付出。

如今，年逾八旬的陶文铨依然站在讲台
上，保持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令他感到骄傲的
是，自己培养的100多名硕士、博士中，也有许
多人投身教育事业，扎根西部。

前不久，陶文铨获得了 2021 年度杰出教学
奖。“60 多年来，西迁老同志的事迹深深激励着
我。我们要传承好‘西迁精神’，教好书，育好人，
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贡献力量。”陶文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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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西安交通大学梧桐大
道，金黄的树叶翩然而落。一株株高大
挺拔的梧桐树，正是60多年前交大西迁
时自南方运来栽下的。当年手腕粗的小
树苗，如今已是参天大树。

上世纪50年代，一批交大人响应党
和国家的号召，“打起背包就出发”，从
上海迁至西安，书写了一段波澜壮阔的
历史。不远处的交大西迁博物馆内，
2000 余件展品、图片，正是那段历史的
见证。

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西安
交大老教授的联名来信作出重要指
示，“希望西安交通大学师生传承好西
迁精神，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献
智慧和力量。”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为西安交大西迁的
老教授点赞。

2020 年 4 月 22 日，在陕西考察的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安交通大学，走进
交大西迁博物馆，参观交大西迁的创业
历程和辉煌成就展，亲切会见了14位西
迁老教授。总书记指出，“西迁精神”的
核心是爱国主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
走，与党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
共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义。要坚持党对高校工作的全面领导，
坚持立德树人，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努力培养更多一流人才。习近平总书记
勉励广大师生大力弘扬“西迁精神”，抓
住新时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建功立业，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
代人的历史功绩。

“向科学进军，建设
大西北”

1956 年 8 月 10 日，上海徐家汇车
站。上千名交大教职工、家属和学生带
着行李，冒着酷暑，挥别上海，登上了开
往西安的专列。

交大西迁博物馆里，一张薄薄的乘
车证，记录了师生们走过的长路。乘车
证的左上角是高楼和书桌的图案，右
下角是一辆疾驰的列车。上方的一行
字格外引人注目：“向科学进军，建设
大西北！”这10个字，鲜明地揭示了西
迁的主题。

上世纪 50 年代，党中央、国务院从
国内外形势和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业建
设布局等方面考虑，作出了交通大学迁
往西安的决定。从沿海都市前往西北内
陆，充分了解西迁的意义后，交大师生
义无反顾背起行囊。

“当时，包括交通大学在内的一大
批单位内迁，是事关全局的一项重大决
策，目的是将先进科技和优秀人才汇聚
到西部地区，服务工业建设，完善新中
国的高等教育格局。”西安交通大学校
史与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主管史瑞琼说。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祖
国每一块土地都是我们安家的地方。
我们全班 30 位同学向党宣誓：我们不
但要安心愉快地迁往西安，而且将以
更大的决心，更坚强的意志向科学堡
垒进军！”这封交大电制56班全体同学
致时任校长彭康的信，充分体现了青
年们投身西部、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的热情和决心。

回忆那段岁月，许多亲历者依然心
潮澎湃。“当时国家一声号召，我们觉得
这就是应该做的事情，就背上行囊，满
腔热血一头扎进来了，一扎就是一辈
子。”西迁老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原校长
史维祥回忆道。今年87岁的胡奈赛教授
说：“我们当时的想法就是，国家培养了
我们，需要我们去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这很光荣。”

据介绍，在交通大学西迁历程中，
学校党委领导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和领

导作用，交大1956年第二届党委17位党
委委员中，有 16 人迁到西安。一大批教
师、学者发挥带头作用，1956 年交大在
册的教师中，迁到西安的有537人，占总
数的70%以上。在老师的率先垂范下，学
生们也一起迁往西安。

“以交通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校和
企事业单位积极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
投身西北建设，铸就了伟大的‘西迁精
神’。”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
长燕连福表示，“西迁精神”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当代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
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知识分
子爱国奋斗情怀的真实写照。

“党的决定就是我们
的行动”

在交大西迁的历程中，无数可歌可
泣的事迹，筑成了“西迁精神”的丰碑。

广大西迁人胸怀大局，无私奉献，
坚决拥护党的决定，无怨无悔扎根西
部，展现了勇于担当的精神。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腾的
黄河长江……我们在火车上唱着 《歌
唱祖国》，来到西安！”今年 89 岁的卢
烈英教授回忆，当年，交大校园里流
传着几句感人至深的话：“党的决定就
是我们的行动”“党叫我们去哪里，我
们就背起行囊去哪里”“哪里有事业，
哪里有爱，哪里就是家”……在他看
来，西迁的顺利，源自师生胸中澎湃
的爱国情怀和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
决心。

卢烈英记得，被誉为“中国电机之
父”的钟兆琳教授，迁校时已50多岁，他
安顿好常年卧病在床的爱人，踊跃报
名、带头西迁。钟兆琳曾说：“我们要到
西安办校扎根，献身于开发共和国的西
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支援西北，
每个教师都有责任，希望大家克服困难
负起责任来！”这种表率作用，鼓舞、激
励了许多师生。

西迁队伍中最年轻的教授陈学俊，
与夫人毅然将位于上海牯岭路的房子
交给上海市房管部门，带着 4 个年幼的
孩子来到西安。“既然去西安扎根西北
黄土地，就不要再为房子而有所牵挂，
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不值得去计较。”陈
学俊坚定地说。

交大西迁后，广大师生艰苦创业，
克服重重困难，用青春和汗水在西北建
设起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展现了矢志
不渝的奋斗精神。

当年，学校的条件比较艰苦：马路
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用水紧张，
洗脸水得到工地上去端；冬天，教室仅
靠一个小炉子取暖……尽管如此，师生
们却精神饱满，干劲十足。

“大家心里想的只有一条，就是发
扬老交大传统，在教学上切实保证高质
量。”今年86岁的马知恩教授回忆，交大
一批老教授不仅学术拔尖，还有很强的
敬业精神，对教学热情投入、尽心尽力。

“在师长们的带领下，我们这批当年初
出茅庐的年轻教师慢慢成长起来，也用

‘西迁精神’带动后来人。”
半个多世纪以来，“西迁精神”影响

了一代代交大人。据介绍，西迁65年来，
西安交大为国家培养了近 30 万人才，
2020年在中西部工作的毕业生达55%以
上，为国家的西部发展战略提供了重要
的人才支持。

“西迁是艰苦的，但艰辛的磨砺、严
峻的考验，恰恰成为西迁人搏击、攀登
与创造的强大动力。师生员工们用汗水
换来的，是事业的甘甜、精神的升华。他
们以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无私地报
效祖国人民，以崇高理想和满腔热血铸
就了‘西迁精神’。”西安交通大学校史

专家贾箭鸣说。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
们的奋斗方向”

位于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的西迁
广场，常有师生在此驻足凝望。一幅幅
浮雕上，西迁历程仿佛就在昨天。

夜幕降临，“西行之履”雕塑上的脚
印渐次点亮，如西行足迹一步一步向
前，提醒广大师生，“西迁精神”要代代
传承。

“交通大学许多西迁前辈已经长
眠，当年西迁的年轻师生已步入耄耋之
年，但‘西迁精神’迄今仍深深激励着广
大师生员工。为西部发展、国家建设奉
献智慧和力量，是对‘西迁精神’的最好
传承。”西迁老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原党
委书记潘季经常向年轻学子讲述西迁
经历。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微宣讲团”成
员邓瑞明说：“我们也要讲好西迁故事，
并用实际行动为‘西迁精神’注入新的
活力！”

大力弘扬“西迁精神”，要抓住新时
代新机遇，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
业，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功绩。

在西安交通大学的思政课上，教
师们邀请西迁老教授进课堂，将“西
迁精神”融入思政教育；实验室里，
师生努力破解“卡脖子”难题，攻关
重大科研项目；在中国西部科技创新
港，科研人才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打造高质量教师队伍，助力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西安交
大发起成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已
吸引 3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余所大学
加盟……“西迁精神”的新传人，用
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前辈留下的精神
财富。

“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奋斗方
向，要让‘西迁精神’在团队中代代相
传！”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交
通大学电子与信息学部主任管晓宏领
衔的网络化系统工程团队取得丰硕科
研成果，为推动我国能源电力系统安全
优化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对我而言，‘西迁精神’意味着到
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将个人的科研理想
与国家需求相结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
地上。”青年教师许领围绕重大工程建
设需求，开展黄土地质灾害机理与防控
技术研究，为黄土地区防灾减灾提供科
技支撑。

“党的事业需要我在哪里，我就到
哪里！”2020 年“最美高校辅导员”库来
西·依布拉音经常开展就业宣讲，引导
学生将爱国情转化为报国行，主动选择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许多高校毕业
生在“西迁精神”感召下，前往乡村支
教，或参与农业科技推广，为当地带来
活力和希望。

如今，历久弥新的“西迁精神”激励
着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建功立业新时
代，为国家建设奉献智慧和力量。

2018年12月，交大西迁博物馆正式
对外开放，成为人们学习“西迁精神”、
传承“西迁精神”的重要平台。截至目
前，博物馆参观人数已达 46 万人次，网
上展馆浏览量达60万次。厚厚的留言簿
上留下了参观者的心声，陕西省丹凤县
第一小学党支部的党员们写道：“‘西迁
精神’激发了我们努力为教育事业作贡
献的信心和决心！”

西迁已成历史，前行永不止步。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
已经开启。让我们大力弘扬“西迁精
神”，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
更大贡献，在新征程上创造属于我们这
代人的历史功绩！

弘扬“西迁精神”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本报记者 吴 月 闫伊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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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供图供图
图③图③：：俯瞰西安交通大学校园俯瞰西安交通大学校园。。

邢 鹏摄 （新华社发）

“西迁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
义，精髓是听党指挥跟党走，与党
和国家、与民族和人民同呼吸、共
命运，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历史
意义。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 2020
年4月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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