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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去基层，去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集结在校园内那分外醒目的横幅
下，河西学院873名毕业生背起行囊，奔向
远方。目的地：新疆塔城、阿克苏，青海祁
连、海晏，西藏拉萨、山南……

相似的场景在甘肃许多高校上演。踏
着一届届学长的脚印，一批批学子奔向祖
国西部，开启人生新篇章。

是的，西部已成为很多甘肃大学生就
业的重要选择！有数据为证——截至
2024年8月31日，甘肃2024届高校毕业生
在西北五省区就业人数为 92600 多人，占
已落实就业去向人数的近七成；十年来，甘
肃累计向西北五省区输送高校毕业生 66
万余名，全省超过半数青年学子选择西部
建功！

曾经，广袤西部常年承受着人才流失
之痛。外地人才引不来、本地人才留不住，
青年学子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天南海
北”我都去，就是不去“新西兰”（“天南海
北”指天津、南京、上海、北京，“新西兰”指
新疆、西藏、兰州）。

今天，我们在调研中深切感受到——
变了，变了！陇原大地上新风劲吹，

“孔雀东南飞”正在变成“俊才西部栖”！

“孔雀东南飞”，何以留不
住，年年胡不归

“每年学生娃一毕业，跑出去满满一火
车、留下来不到一卡车！”很长时间里，这是
西部高校毕业生去留的真实写照。

“边疆天地这么大，咋就留不住娃娃
们？想想我父母那辈人，当年响应国家号
召来支援大西北，干了一辈子，爱了一辈
子！”退休教师、“疆二代”王丽陷入回忆。

时间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伴随着改
革开放，各地人才纷纷奔赴东南沿海追
梦。西部儿女的心，也动了。于是，“孔雀
东南飞”成了时代潮。

“那些年，我们天天盼着年轻人来，可
总也不见‘新面孔’！最难的时候，队里技
术岗只剩下两三个老师傅苦撑……”中国
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油气工艺研究院首席
技师杨义兴边说边摇头。

西北师范大学原校长刘仲奎也曾为引
才头疼：一次，他赴某名校考察，力邀几位
博士生毕业后来校执教，得到的回答却“惊
人的一致”——“对不起，刘老师，西安以西
我们是不考虑的”。一句话，噎得他“半天
缓不过神”。

“近些年，赶上国家大力发展清洁能
源，我们好不容易建起了一个省级重点实
验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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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是没能挡住诱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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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百岁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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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长刘乃君告诉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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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被足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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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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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乡族自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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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乡族自治县曾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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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忘不了第一次走进边境辖区的那一
幕：五月的高原白雪皑皑，阳光把界碑上的
国徽映得分外鲜红。“每一棵草木、每一抔砂
石都无比神圣，无声地宣告着——这里，就
是中国！”强烈的使命感在张文文心里升腾。

骑着牦牛巡边踏查，啃着干馕走村入
户，冒着严寒出警抢险……她和同事们一
起守护着祖国的边境。虽然时常缺氧，但
精神始终“满格”。

“满格”的，还有青年们推动西部发展
的心劲儿！

“50 多个阀门，七弯八拐的管子，这，
咋认得清嘛……”新疆克拉玛依，中国石油
独山子石化公司，几个工人围着突然“撂挑
子”的锅炉，满脸难色。

看不懂施工图，就没法抢修。咋办？
“快找‘活流程’啊！”有人提醒。

“活流程”，是“金牌技术能手”白涛涛。
问明情况，身材敦实的白涛涛拿起石

笔在地上“唰唰”几下，就画出了锅炉给水
泵流程图，还给出了检修提示。

工作10年来，白涛涛始终记着母校兰
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的嘱托：去了边疆，就
要挑“大梁”！

他做到了。每年，都有1000多名校友
从母校“飞”来，他们也做到了。

什么才是青春最美的姿态？人的一
生，到底该怎样度过？是“躺平”还是在天
高地阔中成就自我？一批批甘肃学子已用
行动作出了回答！

西部风光雄奇！西部山河壮丽！西部
蕴藏着无限生机！

当你把身影投进了那份雄奇，当你把
汗水洒向了那份壮丽，你的人生，也就透着
同样的雄奇与壮丽！

整装待发整装待发。。 刘刘 震震//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