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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过程中，特别和全国政协委
员，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就这些学
生和年轻人的选择在无准备的状况下
聊天儿。征得他的同意后，特别将曾
勇校长本人的一些感慨发出以飨读
者。

教育在线：曾校长，我们对您
去年面对毕业生的讲话中提到的几
位年轻人进行了追踪采访。他们曾
放 弃 优 渥 的 条 件 选 择 到 基 层 去 锻
炼，我们当时做了专访，很是被年
轻人的选择打动。一年之后再次专
访，依然为这些年轻人兴奋。他们
不乏赤子之心，也拥有独立思考的
能力。

曾勇校长：谢谢你，也谢谢同学
们。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很多当年
是被分配的，没多少选择的自由。在
我国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后的今
天，就业市场已经有了比较充分的选
择自由。在这种条件下，我个人认
为，学生们更应该去追求梦想和有挑
战性的工作，更敢于去承担风险，而
非过于拘泥于现实生计的考虑。年轻
人最大的资本就是年轻，多一些挑
战、多一些尝试和历练，只会提升能
力、增长才干。我希望大家能够超越
生计，尤其是电子科大这样的院校的

毕业生们，正常毕业本不会有任何就
业压力，更不应为眼前、现实的考虑
约束。既要面对现实，更要有“诗和
远方”。事实上，敢于挑战自我、追
求兴趣和梦想、敢于承担风险的学
生，未来的出息往往会更大，为社会
做出的贡献更大。

教育在线：也感谢这些孩子的父
母支持他们的选择，这样的社会氛围
和时代土壤很重要。

曾勇校长：是的。就如在高新
技术产业领域，我们不能简单地把
盖茨、乔布斯、扎克贝格、马斯克
等仅仅看作稀罕的天才。浮出水面
的也许只有他们几个，但水面之下
的往往是有一大批敢于冒险勇于追
求的探索者，也包括很多暂时的失
败者和默默无闻者。有这么一大
批，出现所谓的“天才”就是常
态。没有这一大批，“天才”的出现
概率注定极小。

教育在线：同意。整个社会要创
造 这 样 的 氛 围 才 好 。 事 实 上 ， 在
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下，在中央和地
方系列政策的推动支持下，“到基层
去，到西部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去”正成为一种时代氛围。

曾勇校长：是的，这让人欣慰。

青年人要多点诗意和远方
——对话全国政协委员，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曾勇

本报记者 贺春兰

周千驰，四川眉山人，本科
毕业于西藏大学会计学专业，硕
士研究生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金
融学专业，目前在中国人民银行
拉萨中心支行轮岗到反洗钱处监
管检查岗工作。本科四年，她发
现西藏“不仅有蓝天，有像棉花
一样的白云，更有虔诚淳朴的人
民，还遇到了很多扎根西藏的师
长、朋友。”“他们都是西部的建
设 者 ， 他 们 的 精 神 深 深 影 响 着
我。”于是，大学毕业时，周千驰
毅然选择了去到拉萨，去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周千驰从小
的家庭教育让她独立而有主见，
真心而热忱，勇敢而坚毅。

教育在线：在西藏工作这一
年来和你曾经在西藏游玩时的感
觉有什么不同吗？又增加了对西
藏的哪些了解？

周千驰：2021 年 7月，整理
毕业的行囊，重返西藏，恰巧距
离第一次进藏整整十年的时间。

十年，弹指一挥间，雪域高
原展现出新气象、新面貌。看西
藏的路，川藏铁路作为进藏的第
二条天路，也是西藏的发展之
路，2021年 6月，拉林段开通运
营，复兴号动车正高速驰骋在高
原上；看西藏的绿，植被的广泛
覆盖，环境质量持续向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深入人
心。在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全国
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全区人民的
团结奋进下，西藏顺利完成了脱
贫攻坚。在这片自古以来各民族
和谐共生的土地上，中华大家庭
各民族成员“相亲相爱，犹如茶
与盐巴”。来自五湖四海的新老援
藏人，同各族干部群众一起，建
设着美丽幸福西藏。

十年一跃，对我是身份的转
变，也是心态的转变。15岁那年
的我，于西藏而言是一名观光的
游客，那一年，我满心欢喜，眼
睛里满是雪域高原的无限旖旎；
19岁的我，于西藏而言是一名求
学的藏大人，那一年，我热泪盈
眶，憧憬着在雪域高原完成我的大
学学业；25岁的我，于西藏而言
是一名工作的央行人，这一年，我
风华正茂，期待着在雪域高原贡献
自己的绵薄之力、奉献我的热血青
春。近一年时间，我在工作中掌握
了规范的做事流程，学会了沉着冷
静地思考问题。从入门到习惯到主
动，经历模仿、练习和思考，日积
月累、循序渐进；在业余生活中，
携三五好友徜徉巴松措、享受鲁朗
小镇、漫步南伊沟、感受珞巴村
落、徒步扎贡沟原始森林，探索山
南溶洞、沉浸思金拉措湖，探索人
间天堂、西藏秘境，让我更为惊叹
于西藏的自然风光、壮丽景色，体
会、感知不一样的人生。于是，十
年光阴，西藏是我成长路上的见证
者，见证了我实现了多重身份的转
变，见证了我思想的递进与心态的
转变。

教育在线：怎么看一年前的
选择？

周千驰：再次回到拉萨的怀
抱，是选择也是缘分。感谢母校
以及你们的持续关注，特别是对
到基层、艰苦地区就业的同学们
的重视。

我在拉萨挺好的！一路走
来，想分享自己的一点感受：热
爱能抵岁月漫长，人生苦短，坚
持自己的热爱一定很酷，无论我
们身在何处，不忘来时路，不忘
风雨兼程的人与时光。希望我们
都能追逐光、成为光也散发光！

教育在线：在工作中生活中
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周千驰：入职不久，因为刚
接手工作，对业务流程以及环境
不熟悉，在做好日常业务工作的
情况下，有幸与同事一起参与了

西藏辖区一个重点研究课题，在时
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我运用读
研所学到的知识与研究方法，提出
文章整体思路、拟采用的方法，收
集整理数据，撰写相关材料，与同
事交流探讨，最后通过团队协作形
成调研报告，并在总行、自治区获
得好评。很有点成就感。

教育在线：父母对你的状态满
意吗？

周千驰：满意吧。其实这一
年，回家次数不多，但是与父母保
持每日的沟通交流，通过微信、视
频、电话，分享自己每天的工作状
态、所见所闻。同时，也听闻父
母、家人的生活状况，享受与他们
的每一次的琐碎小事的分享。

教育在线：未来你的工作和生
活规划是什么呢？

周千驰：对于工作，我认为目
前最重要的是要提升自身的业务能
力，掌握真知和真本领；其次，希
望自己在做好本职工作的情况下，
保持终身学习的状态：向书本学
习、向领导前辈学习、向社会学习。

对于生活，希望自己不忘初
心、坚守自己，同时保持热爱。也
继续勇敢坚毅，做自己想做的事，
更重要的是常怀感恩之心，珍惜所
有爱与真诚。

教育在线：想对一年前的自己
说些什么呢？

周千驰：首先，谢谢自己的勇
敢和坚毅，能够坚守自己的初心和
热爱，很酷！其次，恭喜自己实现
了从学生到工作人的转变，是人生
的一次转折，也是生活的一次选
择。基层工作固然艰辛，但是祖国
需要、社会需要，便可实现自身价
值，有一分光，发一分热，多年以
后，你定将感谢今天的选择。

人生是一场旅行，也是一段修
行，在接下来的工作生活中，见识
更广阔的世界，认识更多有趣的灵
魂，探索更梦幻的事物，做自己擅
长且喜欢的事，靠自己的能力回馈
社会、回馈家人师长、回馈身边
人，这便是使命与责任。

教育在线：能不能给即将进入
社会的应届毕业生们一些经验介绍
和提示呢？

周千驰：对于求职，在疫情常
态化背景及严峻的就业压力下，首
先是要认识自我，不必急于投入招
聘的浪潮，找工作之前要对自己有
一定的认识，可以问自己以下几个
问题：我喜欢哪座城市？（择一
城）、自己的性格适合什么类型的工
作？（择一行），我要过什么样的生
活？（择一岗）。其次，心中有排
序，对城市、行业、岗位的选择可
以有一个排序，把位列第一的工作
作为不懈奋斗的目标，争取最大程
度地实现目标。做到不茫然、不慌
忙。避免在招聘过程中迷失自我。
当然，可以根据招聘中的突发情况
及时、灵活调整目标。对排位较后
的工作也要积极参与考试、面试，
因为每一次的训练都是为实现自己
的目标打基础。最后，注重稳定心
态。在求职路上，并非一帆风顺，
期间会经受毕业的迷茫、论文与招
聘的冲突、来自同学间的压力等
等，因此，稳定心态对于顺利毕业
至关重要，希望所有毕业生都能收
获一份满意的工作。

对于工作后，希望我们都能不
忘初心。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既
要有在社会摸爬滚打的坚韧，也要
坚持自己学生时代的那份真挚。注
重劳逸结合，坚持自己的兴趣爱
好，亦是人生一大幸事。

最后希望更多的人了解西部，
来到圣地西藏，共同建设幸福西藏。

编者注：四位大学生中的另外
一位因为环境不适屡屡生病而选择
了放弃，目前正准备换一个城市生
活。采访时这位同学特别表示，将
换个环境“为国铸剑。”

周千驰：坚守初心和热爱，很酷

“西部”一年年，，回望当初回望当初
李元豪 本报记者 贺春兰

一年前的今天，我们偶然与电子科技大学的几位大学生相
遇。彼时，他们放弃了优渥的到国外深造或者到大城市去工作的
机会，选择了到基层工作或者奉献于家乡。一年后的今天，他们
在西部、在边疆、在基层工作的感受如何？回看当初，他们又有
怎样的感慨？对于正在面临抉择的学弟学妹们，又有怎样的建议？

——编者

张伊焘，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
浩特市，蒙古族。曾就读于电子科技大
学公共管理学院，原本计划毕业后出国
留学，最后选择放弃。目前在呼和浩特
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去年在接受采
访时她曾说：“作为蒙古族人，从民族地
区出来，又回到民族地区工作，这本身
就是一件十分值得我憧憬和期待的事
情。”张伊焘希望：“将心中的理想，学习
到的知识能应用在民族地区的建设
中。”她的父亲是一名在武警边防部队
服役了20多年的军人，非常支持她回家
乡发展，鼓励张伊焘投身到国家的建设
中去。

教育在线：回到家乡扎根基层一年
来，主要负责什么？日常工作是什么呢？

张伊焘：目前我在呼和浩特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工作，负责协助处室对以政
府名义或政府办名义印发的文件进行
审核、盯办等。你可以把我想象成偌大
的体制系统中，一条流水线上的螺丝
钉，我们的工作十分的琐碎，但政府的
高效运转就在于这些“螺丝钉”们一同
把一条条“工作线”拧紧。

教育在线：这些工作和预想的有什
么不同吗？

张伊焘：有一些相同，也有一些不
同。相同在于，我预想到了它的繁忙，也
做好了接受的准备。但我并没有想到
它的多面。需要和实实在在的事情打
交道，大到公路环线，小到供热取暖，
虽然我并不能直接决定这些事情的走
向，但上呈下达，政府办公室作为众多
事情中督办管理、协调统筹的一环，我
们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事情在上报市政
府和下达各单位的过程中，畅通无阻，
因此心理压力也并不会小，因为是实
实在在的事情，所以容错率也极低，我
以前并不是一个细心谨慎的人，但现
在即便公文处理这样简单的工作，细
微的错误也会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因此也教会了我更细致地对待自己的
工作。

教育在线：回头看一年前出国深造
和建设家乡这两个选择，现在你的心情
如何？会有变化吗？

张伊焘：刚开始很新鲜，毕竟和校
园生活相比，值得学习和了解的地方太
多了，但慢慢的会有些怀疑，因为中学
包括大学的很多朋友都选择了在国内
外继续深造，只有我选择了工作，还是
回到内蒙古工作，就连同一个单位的人
也会疑惑为什么会这样，因此我慢慢也
会怀疑，本来在这个年纪可以去看更多
姿多彩的世界的。前段时间病时还想，
可能不回来就什么都好了，呼和浩特也
不缺我这样一个人，一个党政机关办公
大楼里人来人往，我能为这里作出什么
特别贡献呢？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了呼和浩特
上一次疫情，我被借调到疫情防控指挥
部，在综合协调组，无数的文件像雪片
般在打印机里吞吐，从传真机过来，物

资告急、人员告急，城市里已经鲜少有人
走动，可是我所在的办公室却每天人来人
往，异常繁忙。我的工作其实也很简单，就
是把不同单位、部门、地区的需求、情况简
要写下，然后呈送给分管的负责人，再把
督查后的整改要求逐一列明，催办各地区
各部门，每天的工作强度都很大，休息的
时间很少。可是我知道除了我，很多人还
在早春二月里的风雪里坚守着。有一天凌
晨，从单位出来，准备去休息会儿。街上人
很少，心想：我会因为出错被训斥、会因为
失望想离开，但是比起自己脑子里的弯弯
绕绕，我更想有一天街上光明依旧，人影
如织。突然之间有点想通了，其实正是我
们每个如此渺小的个体的努力，这个城市
才有希望，才会生生不息。

教育在线：在工作中生活中有没有印
象比较深刻的故事？

张伊焘：其实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或
者高光的时刻。如果谈起大学，可能是某
一篇论文被发表，某一项成果得了奖，某
一次演讲，某一次登台。这一年是真的没
有这样的时刻，我能记住的是一些很琐碎
的画面，我无止境地修改着报送过来的材
料，和各个科室说着修改的意见，好几次
刚刚回家拿起碗吃饭，又因为一个电话匆
匆赶回单位，或是刚刚从单位的大门离
开，又返回。偶尔会被前辈说几句，偶尔会
不服气，和同事在食堂吃饭的时候吐槽着
生活里的琐事，在楼道里瞥见北方的夕
阳，每一个瞬间虽然足够平凡，可是却依
旧值得。

教育在线：这一年的时间里与父母的
交流多吗？见面的次数多吗？他们对你的
状态满意吗？

张伊焘：虽然我们在一个城市，但由
于工作比较忙碌，其实见面并不多，他们
还是觉得无论我满意与否，无论我能不能
坚持，这都是我自己选的，我应该为自己
的选择负责。

教育在线：未来你的工作和生活规划
是什么呢？

张伊焘：今年9月开始，我就会去基
层锻炼，两年基层、一年驻村、一年驻镇，
我想挑战不会比在机关少，不会比现在的
工作简单，基层要的是“多面手”。我想，这
条职业道路上的挑战，应该才算是刚刚开
始，我很忐忑、也很期待，我希望自己能尽
快转变角色，快速地适应基层的工作方式
和节奏，对基层有所贡献。

教育在线：想对一年前的自己说些什
么呢？

张伊焘：其实没什么要说的，所有的
挑战都要自己经历一遍才算完整，就算是
我预知了未来的一切，我也要自己经历那
些或好或坏的心情。

教育在线：能不能给即将进入社会的
应届毕业生们一些提示呢？

张伊焘：首先是尽快脱离学生思维，
适应现在所处的体制环境；其次是虚心向
前辈学习，足够细致、足够认真；最后就
是，仍然要保持独立思考，保持明辨是非
的能力，保持做学生时的那一份情怀。

张伊焘：永远保持做学生时的那份情怀

祁晓婷，出生于新疆和田洛浦县，
电子科技大学 2017 级网络工程专业本
科毕业生，目前在新疆油田公司下属二
级单位负责油田数字信息化建设工作。
在去年的采访中她说：“我时常抱着一
颗感恩之心，希望能够用自己所学的知
识，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她说，“青春就是用来奋斗的，看
见家乡正在一点点变好，我觉得我选择
在这片生我育我的土地上奋斗是有意义
的。”祁晓婷的父母在年轻时到新疆生
活，祁晓婷觉得回到家乡工作会有一种
归属感。

教育在线：回到家乡工作这一年来
整体感觉怎么样？

祁晓婷：整体感觉还不错，新疆本
来就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所以回来工
作心里会感觉安稳一些，毕竟是熟悉的
地方。这一年我正在学着从一个学生向
职场人的身份转变，包括业务学习、心
态上的改变、与人交流沟通的方式、生
活小事的处理等等，明显感觉到自己更
加独立了，也成长了很多。比如因为工
作需要，与陌生人做项目交接时也更加

从容，不再像学生时期那样腼腆了。
教育在线：工作和一年前预想的有

什么不同吗？
祁晓婷：参加工作后我主要负责油

田数字信息化建设工作，目前我还处于
实习期，在不同部门轮岗。工作之前，
我一直担心在一个石油公司，会对石油
勘探开发这类专业有倾向性，像我这样
的网络工程专业的人可能会成为公司的

“编外人员”。但真正来到这儿工作之
后，我发现公司对所有专业的员工都有
相应的培养机制，而且大家都拥有平等
竞争的机会。

教育在线：在工作中生活中有没有
印象比较深刻的故事，能做一个分享
吗？

祁晓婷：工作一年来，我印象最
深的事情是刚入职的时候参加的新员

工入职培训。油田公司每年都会对新入
职的员工进行集中军训及公共课学习，
在培训期间，我了解学习到了更多公司
的企业文化、公司发展战略及规划，参
观了油田红色基地，结识了很多来自五
湖四海的同事。那段时间，我对克拉玛
依这座因油而生的城市有了全新的认
识，不由心生敬佩，当年“没有草，没
有水，连鸟儿也不飞”的戈壁荒漠，如
今已经发展成了一座经济充满活力、环
境充满魅力、社会和谐的现代化宜居城
市。20年来，一代代来自五湖四海的老
一辈石油人，扎根祖国大西北这处荒
地，舍身忘我，把一生都奉献在这一片
热土中，今天，我们青年一代，接续起
前辈的事业，在这里发掘自己的价值，
为油田、为新疆、为祖国奉献自己的青
春力量。

教育在线：这一年的时间里与父母
见面的次数多吗？他们对你的状态满意
吗？

祁晓婷：虽然我跟父母都在新疆生
活，但是新疆真的太大了，从工作地回家
就算坐飞机也要大半天的时间，所以自从
工作之后能陪伴父母的时间其实也屈指可
数。视频电话是我跟父母交流的主要方
式。他们也比较满意我现在的状态。

教育在线：未来你的工作和生活规
划是什么呢？

祁晓婷：未来工作中，我就想多多
熟悉业务，跟着老师傅参与项目，争取
早日成为部门技术骨干，找到适合自己
的业务领域，多往自己身上压担子。业
余时间能多读读书，每周都去锻炼锻
炼，健康生活，快乐工作吧。

教育在线：想对一年前的自己说些
什么呢？

祁晓婷：虽然在找工作的时候，面
对许多的工作岗位曾经很迷茫，很焦
虑，但是你最终还是放弃了大城市的繁
华，选择了回到家乡建设家乡。我想对
自己说，这个决定没错儿，继续努力吧。

祁晓婷：回到家乡，这个决定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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