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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支教 无悔青春

2021 年 5 月，山东科技大学一
名学生拨通了学校西部计划项目办
的电话：“看到学校招募西部计划志
愿者的通知，可以报名参加吗？”她
叫孙真真，土木工程与建筑学院土
木水利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通过选拔后，孙真真被派到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担任支
教老师。2021年 7月 26日，孙真真
从家乡滨州出发，经过三天两夜的
颠簸到达阿克苏站，开启了她为期
一年的西部计划之旅。

“阿拉尔市位于塔克拉玛干沙
漠的边缘，驱车半小时就可以驶进
沙漠公路，干燥程度可想而知。”孙
真真告诉记者，7 月份是阿拉尔最
热的时候，也是白天最长的时候，在
山东，晚上7点多天就黑了，在阿拉
尔，晚上9点还要打着太阳伞出门。

经过近一周的集训，孙真真和
17 名 志 愿 者 被 分 配 到 阿 拉 尔 中
学。18 个人在学校安排的周转房
隔离 21 天后，迎来了开学，志愿服
务也正式开启。进入阿拉尔中学的
孙真真被分到了小学部，任一至三
年级的综合实践老师。作为一个新
手老师，几乎“零准备”地被推上了
讲台，更是让她紧张加倍，面对讲台
下面 40 多双陌生又充满好奇的眼
睛，她在双腿不停地发抖中坚持着
讲完了自己支教生涯的第一节课。

“才一节课，自己的现实表现和
预先想象的差距太大了，我都不知
道自己是否能胜任支教这项工作。”
孙真真心想，没有什么事情是完全
顺利的，要从一名在校生转变成一
位教师，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坚

持。于是，孙真真开始用自己的课
下时间一点点学着怎样当一位老
师，了解学生、研读教材、学写教案、
旁听学习，不懂的地方就请教专任
教师、不会的内容就查阅资料学习、
不熟悉的学生就一点点观察。终
于，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孙真真成
为了一名合格的综合实践课老师。
她结合新疆的地方特色，带着学生
以树叶、瓜果、石头做各种手工课
程；走出校门，在新疆美丽的景色里
挖掘自然的奥秘。

山海有情 完成蜕变

“低年级的小学生，总是调皮多
一些，课堂上坐不住，捣乱的现象也
经常出现，如何有效地让学生认真
上课，也是我每天的必修课。”如今，
刚从新疆志愿服务归来的孙真真，
俨然已经蜕变成一副大人的模样。
她告诉记者：“一年级的小严同学课
堂上总喜欢说话，每次上完课，要提
醒他应该怎样遵守课堂纪律，但总
是说完奏效两天，很快又变成原样
了。”孙真真见眼见口提的方式收效
甚微，便动起了脑筋。她通过观察
发现同班的晶晶同学上课回答问题
特别积极且声音洪亮，而且一节课
从头到尾坐得稳稳当当，于是，孙真
真把小严和晶晶调成了同桌，在同
桌的带动下，小严上课捣乱的次数
越来越少，每次老师的提问他都能
回答上来，现在的小严已经成为一
名小组长，把自己的小组也带得井
然有序。

“很庆幸自己成为西部计划志
愿者的一员。也许一年志愿服务微
小又平凡，但对我的成长来说是颠
覆性改变的。”孙真真说。

“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路在脚下，心是火炬，建功立业大志
不移……”当主题歌《到西部去》的激昂节奏响起，总会让西部计划志愿者们心潮澎湃。眼下，
2022年新一批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的大学生已经接过师哥师姐的接力棒奔赴西部逐梦前行。
日前，记者从多所驻青高校了解到，在祖国的边疆，青岛高校的大学生们朝气蓬勃，意气风发，
响应着国家号召，不远万里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那里写下另一种青春岁月。青 岛 高 校 故 事 汇

以青春之名 赴西部之约
投身乡村教育、以基层青年援疆……山科大、青大等驻青高校学子在祖国西部续写青春

山东科技大学 孙真真孙真真

脚踏实地 照亮西部

成功不是一蹴而就，必然要历
经千锤百炼。“用一年不长的时间，
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刚刚过去的
7 月，来自青大文学与新闻传播学
院文艺学专业的贾淑贞积极响应国
家政策，用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青
年的担当与使命，自愿加入西部志
愿者队伍，将自己的服务热情带到
了祖国的最西部新疆——石河子。

“无论在何时何地，既要仰望头
顶的星空也要脚踏坚实的土地。”目
前，贾淑贞已经到达石河子市八师
团委开始了半个月的团体生活。在
志愿者这个大家庭中，贾淑贞深深
感受到了满满的真诚与温暖。由于
时差原因，贾淑贞来到新疆后有了
大量可自由支配的时间。“8 点起
床，10 点开始培训，中间有两个小
时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培训之
余，贾淑贞抓住一切碎片时间去尝
试、去努力提升自己。

“团委的工作，如果不脚踏实地
走到市民身边，用心倾听他们的想
法，是做不好的。”到了一个新的环
境，要重新适应这里的人和事，但对
于性格内向的贾淑贞来说压力不
小。策划活动、组织人事关系网、与
各个当地的相关单位对接……这些
琐碎的工作不仅需要十足的耐心，
更考验待人接物和交流的方法。近
日，石河子市又遇到疫情反复，对于
贾淑贞来说，更加大了工作的难
度。“越是自己害怕的事，越应该咬
牙去做。”突破了性格的枷锁和社交

压力后的贾淑贞，在岗前培训上丝
毫不怠慢，她走访调研当地民情，深
入了解、开展公益助学等志愿服
务。桌上堆叠的文案、脚下厚重的
泥土、深夜亮起的台灯都是她为乡
村振兴事业的倾情奉献，是她对祖
国蓬勃发展的强烈渴盼。“只要跟随
自己的内心走，再大的困难都是小
事”。

心之所向 无问西东

在贾淑贞的同学圈里，大家对
她的评价是：“学习和工作是一个
有点点‘佛’系的人，她更讲求随心
而行。”对此，贾淑贞向记者坦言：

“我也不是因为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去做一些事情，我其实更倾向于内
心的想法。”从当学生干部到参与
西部计划成为一名志愿者，无论是
工作还是学习，贾淑贞一直跟从自
己的内心，向阳生长。“青春只有一
次，我就想到祖国最需要我的地方
来，做当代大学生应该做的事。”对
于贾淑贞来说，人生的最大意义不
是奔赴某一目的，而是在承担每一
段过程。成为西部计划的志愿者
并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这是
一项重大的工程，所以招选人员有
非常严格的流程。从笔试到面试
再到选择服务地、体检、心理测试，
每一步都是十分繁琐的。而她在
这一系列过程的每一个步骤都会
反复地问自己，“我真的要来吗？
我一定要来吗？”虽有所犹豫，但她
仍然遵从本心，没有放弃每一步走
向西部的路。

据了解，今年像贾淑贞一样奔
赴 祖 国 西 部 的 青 大 学 生 共 有 61
人，从象牙塔里的学生到西部基层
青年，对于他们而言不仅仅是身份
上的转变，更多的是成长经历的磨
练和蜕变。“来这之前我做了很多
心理准备，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这边
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这边处
处是风景，有各种在北方吃不到的
瓜果和热情好客的人。”心之所向，
无问西东。摆脱了自身的困惑，当
下西部的生活，已经让贾淑贞开始
了享受。

回望过去 20 年间，一批批像
孙真真和贾淑贞一样的西部计划
志愿者传承交替，走出校门，深入
基层，在遥远的西部逐梦前行。他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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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代
青年投身到基层和人民中建功立
业的生动写照。

青岛大学 贾淑贞贾淑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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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真真在支教学校辅导学生。 贾淑贞

在新疆石河子市当志愿者在新疆阿拉尔市支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