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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评论员

这 是 一 则 令 人 振 奋 的 消 息 ：十 年 来 ，

甘肃高校毕业生，超半数选择到西部建功

立业！

曾 经 ，“ 孔 雀 东 南 飞 ”，一 直 让 人 心 存

忧 戚 ：“‘ 天 南 海 北 ’我 都 去 ，就 是 不 去‘ 新

西兰’”，被部分学子奉为圭臬；而高校、科

研 单 位 人 才 流 失 ，尽 管 年 年 呼 吁 ，仍 收 效

甚微。

自 然 环 境 加 之 历 史 原 因 ，我 国 东 西 部

地区发展，至今尚有差距。中国式现代化，

是惠及全民的一盘大棋。西部地区占国土

面积约 72%，人口占全国约 27%，没有西部

地区的现代化，就不能说全国的现代化！

现 代 化 靠 什 么 实 现 ？ 离 不 开 人 才

支 撑 。

从“孔雀东南飞”，到“俊才西部栖”，这

一变化，实在令人欣喜，用怎样美好的词语

来赞扬之，恐怕都不为过！

事实告诉我们：西部也有梧桐树，未必

孔雀东南飞！投身西部，大有可为！

西 部 是 一 方 成 才 成 长 的 热 土 。 诚 然 ，

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西部的自然环境、生

活条件都有差距，但这里有更多的发展空

间、更宽阔的施展才干的舞台。这些年，西

部大开发，一直是国家发展的重点，到处是

一派“追风逐日、风光无限”的勃发景象。

瞧 ，浩 瀚 沙 漠 里 ，那 些 林 立 的 钻 井 平

台 ；草 原 沃 隰 中 ，那 无 边 无 际 的 现 代 化 牧

场 ；曾 经 的“ 死 亡 之 海 ”里 ，那 连 绵 不 绝 的

“光伏海洋”“风力丛林”……哪里不是新的

机遇？哪里不需要创榛辟莽？哪里容不下

奋 斗 者 的 身 影 ？ 哪 里 实 现 不 了 青 春 的 梦

想？又有哪里不值得我们发热发光？

正如一位西部地区的领导所说：“我们

这 里 有 的 是 资 金 、有 的 是 项 目 ，需 要 的 是

人啊！”

西 部 是 净 化 心 灵 、激 扬 心 志 的 课 堂 。

我们总在问，青春何以安放？已是百岁高

龄、扎根西部 74 年的任继周院士，用自己的

人生向人们示范，“如何用一株劲草的姿态

度过一生”。而新疆“瓜奶奶”吴明珠院士

的话，更是意味深长：任何时候，报效国家

的情怀不能丢！如果忽视了个人的责任，

或者做事的目的就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个社会就很难进步。

的确，西部，正是涵养品德 、锤炼修为

的最佳课堂。新时代，这些扎根西部的甘

肃学子们，又用自己的奋斗，谱写了平凡而

璀璨的人生篇章。他们用自己的汗水，在

西部大地上留下这样的诗行：到国家最需

要的地方挥洒青春，则青春闪光；将自身发展融入国家进

步，便此生不枉！

推动青年人才汇聚西部，甘肃的探索，值得肯定！但也

应清醒认识到，“俊才西部栖”也才刚刚破题；西部的人才储

备，距构建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要求，还有

较大差距。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西部的“人

才短板”尚需补齐，西部的“人才生态”仍要完善，西部的“人

才引力”亟待进一步增强。

如何持续做好“人才涵养工程”？有赖于各方持续发力。

呼唤国家在西部留人、引人方面予以顶层设计。同时，

诚宜国家一体规划与地方具体实际相结合，让每一个植根

西部的人才，都能开枝散叶、葳蕤成材。还需站在区域协调

发展的战略高度，持续深化东西部协作，并在资金、技术、产

业等方面给予西部有针对性支持。各地也要千方百计打造

平台，为人才提供更大发展空间。

留才、引才，既要“治坡”，也要“治窝”。除了改善他们

的住房、科研等硬条件，也要关注他们的精神、文化等软需

求；用诚意满满的服务、细致入微的关怀、温暖贴心的举措，

让青年人才“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得好”。

西部无尽的宝藏等待挖掘，西部广阔的天地任凭驰骋，

西部别样的精彩呼唤创造！如果你是有志者，何不来此一

试身手？

到了暮年，回首往昔，相信你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追寻

光，成为光，我这一生，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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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度甘肃省卫生健康人才招聘会在兰州大学举行，图为招聘会现场。 新甘肃·奔流新闻记者 裴强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实习的西北师范大学支教学生与当地孩子合影留念。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卓杰

2024 年 4月 10日，临泽县北部荒漠防沙治沙区，河西学院的大学生们在林草工作人员

的指导下用麦草压沙障。 新甘肃·甘肃日报通讯员 王 将

（接 1 版）谁承想，还没用上一两年，项目牵头人就‘流动’

到南方去了，团队也散了。”一家企业的负责人一肚子苦

水……

“苦水”背后，是令人心情沉重的数字——

“有人算过，2019 年以前，甘肃高校引进人才流失量高

达三分之一。这在西北，怕还算好的！”兰州某研究单位工

作人员透露。

“人才短缺给西部带来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经济发

展、民生改善、科技创新、文化服务等方面都有体现。”高校

毕业生就业协会副会长刘铸分析。

人才为啥对西部不“感冒”？

自然环境比东部差、生活条件较东部落后，是原因之一。

在海拔超过 4000 米的西藏日喀则南木林县，执教 22

年的语文老师闫俊良坦言，刚进藏时，艰苦的环境就给他来

了个“下马威”。

“ 高 原 反 应 确 实 厉 害 ，头 疼 起 来 ，活 像 被 念 了‘ 紧 箍

咒’！住的是平房、烧的是牛粪。水，水烧不开；饭，饭做不

熟。想出趟门去市里，只能搭货车走土路，一路颠簸，来回

至少两三天……”闫俊良苦笑。

除了自然环境、生活条件这些因素，以前，成才环境也

如一道障壁，竖在学子面前。

打量着如今设备齐全的实验室，新疆农垦科学院副研

究员赵靓忆起 10 年前刚到这里的情形。

“我是学农的，大学毕业后，奔着‘农垦’两个字就来

了。”这位甘肃姑娘眼里闪着光，“接我们的车一进单位，就

听到大喇叭放着老歌——‘各民族兄弟干劲冲天，要让边疆

处处胜江南’……我‘唰’地‘上头’了：对，就是为这！”

可没多久，高涨的情绪直往下掉——

实验器材缺、接触学术前沿难、成果转化渠道少……

“白白长了双翅膀，咋张开嘛！那阵子，我不止一次犹豫过：

走，还是留？”赵靓说。

莫说“外来者”信心不足，就连本地人，也不免在观念上

“打偏偏”。

“办教育，就是要把我们这里的学生送出去，让他们去

东部，有个好前途……”大约 20 年前，西部某省一位分管教

育的负责人曾表示。

“早些年，你去问十个家长，九个会告诉你——娃娃大

了，去北上广、去东南沿海才算出息，守着家乡这‘土窝窝’

有啥前途？”甘肃省天水市政协原副主席马百龄说得直白。

一边是西部引人留人“底气不足”，一边是全国多地“抢

人大战”如火如荼。

“研究生毕业那年，本打定主意留在甘肃当大学老师，

可深圳一家生物企业请我去搞研发，工资高十多倍，还解决

住房！实在是没挡住诱惑。”说起自己被“挖走”的经历，王

磊有些不好意思。

“胡焕庸线”以西最早的“双一流”建设高校之一——兰

州大学，一度被戴上了“中国最委屈大学”的帽子。

《兰 州 大 学 校 史》载 ，1984—1985 年 ，兰 大 教 师 减 少

255 人；1991—1994 年，3 年“减员”200 多人。

“被挖走的老师，足够再建一所兰大！”兰州大学曾有一

位负责人心痛地说。

“孔雀东南飞”，岁岁年年胡不归？

广栽梧桐洒甘露，引得凤凰栖，迎得
孔雀归

“现在不一样啰，‘新面孔’多得认不全！大学生一拨拨

来、比着拼着干。”看着一台台“磕头机”旁忙碌的年轻人，杨

义兴喜滋滋地说。

“自己培养的人才愿意留了，外面的人才也愿意来了。

2020 年以来，光是高层次人才，我们就引进了 520 多人。”

兰州大学党委书记马小洁话语中透着欣慰……

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与国家的政策有关。‘西部计划’‘特岗计划’‘三支一

扶’等项目及国家相关政策的不断完善，让越来越多青年关

注西部、选择西部、扎根西部。”甘肃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厅

长张国珍说。

除了政策引导，家国情怀涵育也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甘肃，引导青年扎根西部、奉献西部，多年来成为各

高校的“开学第一课”。

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研一学生胡金花被辅导

员声情并茂的讲述所吸引——

“拳拳寸草心，浓浓报国情。”我国草业科学奠基人、全国

教书育人楷模任继周院士，青年时代顶着炮火苦读，毕业后毅

然从江苏南京奔赴甘肃、投身草原，一砖一石构筑起我国草业

科学大厦。今年已是百岁高龄的他，仍每天工作5小时……

此后多日，胡金花脑海里始终回响着辅导员的话：“这，

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走进河西学院放映厅，总能看到一部部以“扎根新疆，

青春无悔”为主题的校友专题片。

看完《扎根大漠的“楼兰女儿”》，河西学院菌物科学与

工程专业本科生魏堂月心潮澎湃。

“2017届学姐柴秀云，在新疆鄯善县教书 7年多，酸甜苦

辣里满满都是情怀，是责任，是担当！”魏堂月脸上写满钦佩。

“上学那会儿，学校就用老一辈西部建设者的事迹教育

我们。这样的精神感召，让我看清了自己想要的人生。”河

西学院 2009 届毕业生董宏亮感慨。

今天，已在新疆昆玉执教 15 年的他，也感召着学弟学

妹们。

报国，是知识分子固有的基因。甘肃因地制宜设置专

业、校企联动培养人才，使每个植根这块大地的学子都能

“枝繁叶茂”。

攀登、测量、绘图……甘肃白银刀棱山地区，一群“红马

甲”在陡峭山崖间忙碌着。他们是兰州大学地质科学与矿

产资源学院的学生。

“这次野外实习，走了 11 条路线，测量了 260 多个点

位。”带队教师王小雨介绍，“刀棱山地质构造复杂，是研究

西部自然环境的天然课堂。”

“西部需要什么，我们的学科发展就突出什么！”马小洁

如数家珍，“兰大的大气科学、地理学积极参与青藏科考等

重大项目，生态学围绕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修复等开展研

究，风沙环境力学为荒漠化防治提供专业支撑……把西部

资源特色转化为学科建设优势，西部也就成了学生们充分

发挥才干的舞台。”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简牍学专业硕士生程帆

娟，在敦煌找到了自己的“舞台”。

“几百枚简牍涌入眼帘，都快看不过来了……”徜徉在

敦煌市博物馆简牍展现场，她惊喜不已。

“甘肃气候干旱，为简牍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存条件。

我们成立了简牍研究院、组建了简牍学科交叉中心，已经培

养 70 多名研究生，大部分留在西部。”西北师范大学简牍研

究院院长田澍说。

张国珍介绍，近年来，甘肃高校学科建设越来越紧扣西

部发展需求。尽管甘肃财力有限，但对能推动西部发展的

优势学科，尽其所能予以扶持。2024 年，甘肃投入省财政

专项资金 1.6 亿元，推动多所高校的优势特色学科跻身国

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

为了让更多毕业生“稳”在西部，不少院校还努力探索

“产教融合”新模式。

甘肃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训实验室，个顶个“高大

上”：3D 打印体验中心、工业机器人实验室……院长刘乃君

告诉记者：“我们依托省机电职业教育集团等行业组织，带

动全省机电类专业‘攥指成拳’，合作企业从几十家增加到

上千家，近五成来自西北五省区。”

学校攒着劲干，政府全力托举。为支持大学生西部就

业，甘肃省委省政府推出一系列举措：连续 16 年实施“支持

1 万名未就业普通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就业”项目，近年来每

年列支 5.4 亿元专项资金保障；开展“陇原创业贷”融资服

务，为创业学子提供低息贷款……

发展有空间，生活有温度，天高地阔
是西部

学校潜心培养“西部情怀”，西部全力拓展“人才空间”，

用心用情的双向奔赴，形成了强大的聚贤引力。

“学弟学妹们，来天山脚下干一番事业吧！今天的新

疆，发展机会可多啦！”河西学院就业宣讲会上，2010 届毕

业生朱宝发出热情邀请。14 年前，他西行新疆创业，现在

已是一家贸易公司总经理。

产业转型升级，城乡面貌一新，西部工作环境今非昔比！

走进国家能源集团新疆新能源公司集控中心，记者被

足有 40 平方米大小的控制大屏吸引了。

“过去电线、电塔出故障，得派好几个人去现场检查。

现在，只要鼠标一点，‘病灶’就找到啦。”公司副总经理赵小

龙边操作边说。2001 年，他从兰州理工大学机电工程学院

毕业，来到新疆。

越变越好的，除了工作环境，还有西部的人才环境——

甘肃颁发人才服务卡，开辟户籍办理、出入境和居留服

务、税收减免等 9 条“绿色通道”；宁夏启动“才聚宁夏 1134

行动”，实施“青年人才延揽计划”；青海出台系列优惠政策，

在住房安居、配偶安置、子女入学等方面下足力气；新疆设

立人才发展基金，实施“天山英才”“天池英才”等“2+5”重

点人才计划……

越织越密的“利好政策网”，为人才提供了从“留下来”

到“创大业”的全程托举。

“工作五年就完成了学术成长‘四连跳’，自己都没想

到！”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副教授王龙喜不自禁。

2019 年，王龙博士后出站到宁夏大学任教。短短几

年，他先后入选宁夏青年托举工程、被聘为硕士生导师并评

上副教授、入选中国历史研究院“兰台青年学者”计划、拿下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青年时期最有冲劲儿，但因为刚起步、成果少，很难

被人才计划‘关照’到；等成果够了，科研‘黄金期’也快过

了……”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人才工作一处处长罗

永峰感受颇深，“怎么办？我们构建了由杰出科技、行业领

军、青年拔尖、青年托举等组成的人才培养梯队，让人才每

一步都有‘进阶路’‘登山梯’。”

周到的政策呵护，让人才“凭风而起、大鹏展翼”。

“2004 年，我刚从甘肃中医药大学毕业来到石河子，就

得到了全国名中医袁今奇老师的悉心指导。”石河子大学附

属中医医院副院长张选明说，这得益于医院设立的“师徒结

对制度”。

“这里离患者近，离学术前沿也很近。”张选明指着墙上

的一张张合影：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培

训、兵团中医药学术年会……“上个月，还有北京、天津、江

西的多位名中医来做学术交流呢！”

西部各地，不但千方百计改善学子们扎根西部的物质

条件，还努力满足他们精神文化的需要。

“刚来银川工作时，感到这里适合年轻人的文艺活动

少，心里空落落的。”刘苑说。

2008 年 毕 业 于 武 汉 大 学 的 她 ，是 个 标 准 的“ 文 艺 青

年”。大学时，每逢周末，总要去看场话剧、听听演唱会、逛

逛美术馆。

“就在前些年，我还常打‘飞的’去外地看演出。现在

呢？再也不用了！大城市有的，这里也有，而且别具‘风

味’！”可以去贺兰山天籁艺术村看展览、听民谣、参加即兴演

出；可以去沙坡头音乐节感受律动，沙漠观星、篝火围坐，分

享故事与美食……刘苑深感宁夏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

如星光闪耀，让热血激荡，投身西部
辟榛莽

人才辐辏西部，汇聚成西部发展的强劲动力。

“董老师董老师，哈工大！我‘上榜’喽！”

“新疆大学新生一枚，向您报告！”

“考上北师大啦！等毕业，回来和您当同事……”

这个暑假，一条条来自学生的喜报，让董宏亮着实开心

了一阵子。

来昆玉 15 年，他把一个个娃娃培养成才，所在学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四师二二四团中学的高考升学

率从两三成增至八九成；这块大地也成就了他，年纪轻轻，

不但成为学校副校长，2022 年还入选“乡村优秀青年教师

培养奖励计划”。

为教育燃烧青春的，还有甘肃临夏州东乡县东乡中学

的老师们。

“全校有 231 位西北师大毕业生，占学校老师的 95%。

他们为东乡教育立大功啦！”东乡中学校长刘国材激动地说。

东乡县曾属于“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两年前，全

县第一所独立高中东乡中学建成启用，“老师急缺”成了大

难题。

“哪里需要教育的火种，我们就去哪里！”西北师大鼓励

引导一批批毕业生来到东乡执教。语文老师高旭培养出一

个个“作文小能手”，捧回一张张征文奖状；数学老师董培所

带班级，在全县统考中获得好成绩；体育老师王宁带领全州

最“年轻”的校队，在州中学生运动会上获团体亚军……

位于唐古拉山深处、海拔 4534 米的青海省沱沱河气象

站，空气含氧量只有海平面的 60%，是全球海拔最高的探

空气象站。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大学 2009 届毕业生王

烈福，把青春安放在了这里。

每天天蒙蒙亮，王烈福就顶着寒风，小心翼翼地将数字

探空仪送进 3 万米高空。

“我们监测到的数据，要第一时间传给中国气象局。这

些气象资料能弥补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观测空白，研究青藏

高原气候环境、防范重大自然灾害，可离不了它！”他说。

95 后“警花”张文文的岗位，在喀喇昆仑高原的边境线

上。5 年前，从甘肃政法大学公安分院毕业后，这位清秀干

练的女孩来到新疆边检总站喀什边境管理支队，成为一名

移民管理警察。 （转 5版）

扎根西部，新时代学子这样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