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
有荒凉的人生”

人物：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

依校区 2020 届本科毕业生丁贵阳

就业选择：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

“来信收到了，得知你们 118 名同学毕业

后将奔赴新疆基层工作，立志同各族群众一

起奋斗，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西部

建设者，我支持你们作出的这个人生选择。”7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毕业生回信。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回信了！惊喜，振

奋！”回忆起收到信的那一刻，即将入职中国

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的丁贵阳仍激动不

已。当时，他和同学们正在图书馆，雷鸣般的

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丁贵阳的家乡在“红瓦绿树，碧海蓝天”的

山东青岛，时刻都能呼吸到来自海洋的气息。

那么，为什么选择新疆？为什么选择留下来？

4 年前，高考填报志愿，丁贵阳抱着厚厚

的报考指南，寻找和石油有关的院校。“我从

小就知道‘铁人精神’，一位要好的新疆朋友

给我讲了他的家乡，他的父母从事的就是石

油行业。”于是，丁贵阳郑重填报了中国石油

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

克 拉 玛 依 ，因 石 油 而 生 、以 石 油 命 名 。

1955 年，由 36 名工人组成的青年钻井队挺进

克拉玛依。当年 10 月，克拉玛依一号井喷出

工业油流，宣告发现新中国第一个大油田。

“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第

一次看到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分公司的这幅

标语时，丁贵阳被深深震撼了。“我国西部资

源储量巨大而丰富，但勘探开发程度较低。

我的专业是资源勘查工程，新疆复杂的地质

构造等着我们去勘探、去发掘！”

选择了资源勘查，就选择了与艰苦奋斗

为伴。神奇的魔鬼城、变幻的泥火山、险峻的

独山子大峡谷，都留下了丁贵阳和同学们的

足迹。“一次次历练，让我体会到地质工作者

的艰辛，也让我明白基层工作的重要性。”丁

贵阳说。

本科毕业后去哪儿？丁贵阳最初计划考

研，然后回山东发展。但在学习过程中，他的

想法慢慢变了：“新疆资源量巨大，是国家重要

的综合能源基地，有我广阔的发展空间。”丁贵

阳在朋友圈里写了这样一句话：“追寻最初的

理想，选择适合的道路，继续拼搏，未来可期。”

“实现海洋强国梦是
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力量”

人物：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2020
届博士毕业生王硕

就业选择：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

工程研究所

8 月 3 日，大洋深处。浙江大学机械工程

学院 2020 届博士毕业生王硕正在海上执行任

务。信号不好，与记者的交流只能断断续续。

这个 28 岁的小伙子即将入职中国科学院

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致力于深海机电装

备和载人潜水器技术研发。

与一些人看重高薪和舒适条件不同，令王

硕着迷的，是曾在蛟龙号试验性应用航次、马里

亚纳海沟深渊生物考察航次上度过的 150多天。

茫茫大洋，四顾无岸，脚下的航船是唯一

的“陆地”。刚开始，还能吃到带叶子的蔬菜，

到了后来，只能吃面点、肉类。

更可怕的是极端恶劣天气。王硕清楚记

得，第一次出海执行科考任务就赶上了台风，

最大风力超过 17 级。尽管已经以最快速度躲

避台风中心区域，大洋之上，航船仍渺小得像

一片树叶。惊涛骇浪，母船仿佛坐上“过山

车”，大幅度的摇摆把舱内所有东西都甩到地

上。王硕努力把自己固定在住舱的床上，耳

边全是海水撞击船壳的“咚咚”声。

“持续好几天高强度颠簸，身体极度疲

惫。”王硕说，可他不仅不害怕，反而迷上了这

种劈波斩浪的感觉。

“青年择业往往被眼前繁华吸引，其实更

应该听从内心，做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王

硕怕的，不是深海上的危险和艰苦，而是失去

为大国重器奋斗的机会，“如果放弃了，以后

可能再也没有驰骋大洋的机会了。”

王硕曾在秦山核电站等单位社会实践，老

一辈建设者的努力和奉献让他深感震撼。接

过“接力棒”，王硕很自豪：“我们国家是海洋大

国，海域面积十分辽阔。关心海洋、认识海洋、

经略海洋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的使命，实现海

洋强国梦是激励我们不断前行的力量！”

“让更多孩子有机会
看到我所看到的”

人物：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2020 届

本科毕业生李丽

就业选择：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

自治县马厂镇中心学校

8 月的第一个周末，拨通李丽的电话，她

说在看电影，相约晚些再聊。

之 后 ，记 者 才 得 知 ，李 丽 所 说 的“ 看 电

影”，其实是把电影下载到电脑上，带着学生

看。“除了教英语，我想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

的世界。”李丽说。

李丽，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师范专

业 2020 届毕业生。7 月底，刚毕业的她来到

群山环绕的贵州省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在她曾支教过的马厂镇中心学校任教。

李丽的故乡在贵州毕节赫章县的一个小

山村，她对山区并不陌生。然而，一年前第一

次来到支教学校时，心情仍有些沉重。“对比

很多发达地区，这里的硬件、师资、教育理念

还相对落后。同在一片蓝天下，但孩子们享

受的教育资源仍不均衡。”

也就是那次支教，在李丽的心中埋下了

种子：成为一名教师，为更多大山里的孩子带

去知识与希望。

“离开的时候，孩子们都希望我能再回来。

这次回来工作，像是履行一种承诺。”她说。

很多人无法想象，作为一名“95 后”英语

老师，李丽直到初中才开始学习 26 个英文字

母。“小学没有上过英语课。到现在都记得，

初中第一堂课，老师问谁没学过英语，只有我

一个人举手。这件事对我的触动很大。”

李丽不服输，老师们也不放弃。从不认

识 ABC 到大学选择英语师范专业，再到如今

成为英语老师，自身的成长让李丽坚定了投

身教育事业的志向：“教育的力量太伟大了！”

这几天，李丽正忙着参与控辍保学的相关

工作。听说当地偏远山寨的几个孩子有退学

打工的倾向，李丽行李还没收拾好就报名去家

访，“要留住他们。留下来，读书，就有希望。”

前方，山连着山。坐车到山脚，去学生家

还要走一两个小时的山路。这个瘦弱的“95
后”小姑娘，沿着山路向前。“我是从大山里走

出来的。今天，我回到山里，让更多孩子有机

会看到我所看到的。”李丽说。

“再试一次，想圆军人梦”
人物：北京化工大学信息科学与技

术学院 2020 届本科毕业生熊谱

就业选择：报名应征入伍

与很多年轻人一样，22 岁的大男孩熊谱

也爱刷短视频。八一建军节那天，他点赞了

许多短视频。退伍老兵敬礼，感动，点赞！军

旅小知识，有用，点赞！

熊谱从小就爱看军旅题材的影视作品。

“《亮剑》《我的兄弟叫顺溜》《冲出亚马逊》《红

星照耀中国》……”熊谱如数家珍。“从小我就

羡慕、崇拜军人，想成为一名军人。”

“ 我 深 知 ，要 想 成 为 一 名 合 格 的 军 人 ，

必 须 拥 有 惊 人 的 毅 力 ，必 须 经 过 无 数 次 磨

练 ……”熊 谱 至 今 留 着 自 己 14 岁 时 获 奖 的

一篇作文。白纸铅字，略微泛黄，有时光的

印记。

高考结束时，熊谱就想过报军校，但由于

当时对军队、对自己还不够了解，最终没有报

名。大一军训时，同学问教官当兵是什么感

受。“教官说，要是真想知道，就自己试一下！”

熊谱心里痒痒的。

两年前，熊谱第一次应征报名。那年夏

天，他参加了“携笔从戎，无悔青春”宣传活

动。“那天穿的白 T 恤、戴的红白搭配的帽子

我非常喜欢，至今我还珍藏在家中。”遗憾的

是，那一次体检没有通过。“当时我就决定，不

放弃，毕业那年一定要再报一次名！”

时间来到 2020 年。毕业季，看到征兵的

消息，熊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如果真能参

军入伍，对我来说，是圆梦！”

在 征 兵 网 报 名 时 ，熊 谱 看 到 了 自 己

2018 年 的 照 片 。“ 我 很 激 动 ，看 到 了 自 己 两

年 来 的 变 化 ，也 看 到 了 自 己 心 中 的 坚 持 。”

熊谱说。

熊谱的朋友圈里有这样一句话，是他毕

业那天写下的：勿忘初心，砥砺前行。

如何理解这句话？面对记者的询问，熊

谱沉吟半晌：“初心，我把它理解为一开始就

想干的事情，是目标、方向。砥砺前行，就是

要一直坚持下去，无论多苦、多难。如果这次

我能入伍，我一定会练好过硬的本领，成为一

名合格的军人，让祖国和人民放心。这就是

我的初心、梦想。”

“去被需要的地方”
人物：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

学院 2020 届硕士毕业生王月

就业选择：报名西藏医疗人才岗位

听 说 王 月 报 名 西 藏 医 疗 卫 生 机 构 的 岗

位，有同学劝她：“你家在青海，好不容易来到

大城市，为什么毕业后还要回去，而且去离北

京更远的地方？”还有要好的同学问，去了之

后，能适应吗？

这些问题王月都想过。她来自青海格尔

木，是北京中医药大学卓越中医师培养计划

的毕业生。学了 8 年，王月也想找个心仪的工

作。起初，她计划去南方闯荡闯荡。可是，当

老师发来去西藏工作的信息时，王月还是报

名了。

“ 我 在 祖 国 的 西 北 地 区 出 生 、长 大 ，深

知 西 部 地 区 医 疗 资 源 仍 相 对 短 缺 。 比 如 ，

一些疾病对北京的医院来说算不上疑难杂

症 ，但 相 对 落 后 地 区 的 医 院 就 会 建 议 患 者

到 省 会 医 院 或 者 到 北 京 、上 海 等 地 就 诊 。”

王月说，“毕业之际，我愿意响应国家号召，

报 名 去 西 藏 工 作 。 我 想 用 自 己 的 所 学 ，帮

助更多的人。”

王月坦言，全国人民抗击疫情的努力，更

坚定了她从事临床工作的信心和动力，“做一

名勇敢的逆行者，为更多人带去希望！”

“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需要人才，医疗资

源 薄 弱 的 地 区 需 要 人 才 ，广 大 患 者 需 要 人

才。”王月轻声说，“虽然很多同学选择留在大

城市，但我还是觉得自己更应该去一个真正

被需要的地方，一个可以更好实现自身价值

的地方。”

会后悔吗？面对记者的提问，王月很肯

定：“不会。我现在的选择，就跟当时选择一

个要一口气读 8 年的专业一样。选自己所热

爱的，选定了，就坚定地走下去。”

“生活不是等待暴风雨过去，而是要学会

在雨中跳舞。”这是王月的微信签名。在她看

来，信念坚定，方能不惧风雨。

就业就业季季，，放飞奋斗的放飞奋斗的梦想梦想
本报记者 张 烁 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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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抗击疫情的磨练，2020 届毕业

生的就业经历，更多了几分直面风雨的从容

与披荆斩棘的勇气。

他们中，有人经历了找工作之初的迷

茫、焦虑，也有人有过犹豫、徘徊，但令人欣

慰的是，最终，更多人选择了坚持梦想，一往

无前。无论是选择反哺家乡、带孩子们看看

外面的世界，还是选择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实现儿时的梦想；无论是参军入伍、保家

卫国，还是穿上白衣、救死扶伤，每个就业岗

位的选择，都是对青年奋斗的诠释，对人生

价值的选择。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不能

限也。”就业选择见证了广大青年人生道路

上的又一次成长。经历了磨难与挑战，他们

的内心会更加坚强，闪光的青春力量将涌动

起来，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进步。

眺望未来，梦想可期！

志之所趋 无远弗届
赵婀娜

874 万 高 校 毕 业 生 经 历 了 特 殊 的 就 业

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经受磨

练、收获成长。在确立择业观、就业观的过程

中，规划人生、树立理想。

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本期周

刊，我们记录几名毕业生的故事。他们中，有

人扎根西部、建设边疆；有人投身重大领域，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相信他们的故事，能

给更多青年人带来启发与共鸣。

——编 者

今年毕业季，许多高校对

毕 业 典 礼 上 校 长 给 毕 业 生 的

“ 最 后 一 堂 课 ”进 行 了 精 心 设

计。分析中国抗疫彰显的中国

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显著优势、讲述防疫

抗疫一线的感人故事、鼓励广

大青年投身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砥砺奋斗。

这 特 殊 的 一 课 ，不 仅 说

明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的 教 学 优

势 可 以 转 化 为 鼓 励 青 年 成 长

的 强 大 力 量 ，也 进 一 步 说 明

我 们 要 以 更 加 开 阔 的 视 野 、

更大的格局、更有效的方式方

法来开好这一课，着重做到几

个“联动”。

首先，在讲授队伍上要注

重校内外联动。办好思想政治

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

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用高尚的人格感染学生，

用真理的力量感召学生，以深

厚的理论功底赢得学生。这就

要求我们开动脑筋，全方位地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

建设。既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学

院 思 想 政 治 理 论 课 教 师 的 培

养，引导教师加强思想政治理

论课内容和讲授方法的改革创

新，也要注重发挥各学科的学

科优势和特点，特别是要发挥

好与之相关的哲学社会科学专

家的作用，力求做到课程思政

全覆盖。

同时，在讲授内容上要坚持理论与实践联动。思想

政 治 理 论 要 讲 好 ，必 须 在 理 论 的 讲 深 讲 透 上 下 功 夫 。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

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

本。”思想政治理论课首先要深刻阐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和方法论，阐明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深刻改变世界和中

国。在这个问题上，要求我们的教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

有深刻的理解，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有全面的

把握，对其它学科的知识有特别的洞察力，善于将历史和

逻辑有机结合起来，特别是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此，才能用真理的力量赢得青年

学生，才能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有魅力。

此外，在讲授方式上要推进线上线下联动。讲好思

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做到与时俱进，不断推进方式方法

的改革创新。一方面，要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慕课

等，扩大学生的视野，用更丰富、更精准的数据帮助学

生了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大势。特别是要通过信息化

教学分类施教、因材施教，进一步激发学生的主体创造

性，让学生们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主动思考、主动学习。

另一方面，思想政治理论课必须将信息数据和网络教

学的成果与现实教学有机结合起来，即老师们要善于

释疑解惑，帮助同学们学会如何分析、使用数据，组织

学生进行团队式研究性学习，以生动鲜活的案例补充

线上教学。

多方联动、协同前行，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增强思政

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才能不断提高学

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让学生成为

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北京市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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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评R

图①：上海健康医学院

毕业生林佳敏（右）在上海市

松江区小昆山镇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工作。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图②：内蒙古机电职业

技 术 学 院 毕 业 生 计 磊 在 一

家 电 子 材 料 企 业 生 产 线 上

工作。

王 正摄（人民视觉）

图③：扬州大学外国语

学院毕业生李丽在贵州参加

支教活动。 张 运摄

版式设计：张芳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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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栏处R

日前，湖南耒阳文科高分考生钟芳蓉报考北京大学考

古文博学院的消息引发各方讨论。有人赞许，认为其坚守

梦想，勇敢追梦。有人则表示不解，家庭困难，为何不选择

一个“热门”专业，工作后能有丰厚的收入，反哺家庭。

两种判断，都有人支持，也让人对如何理性看待高考分

数、专业选择、人生价值产生思考。

高考的分数不应被“待价而沽”。一段时间来，高考

分数高的考生去“热门”专业、分数低的学生去“冷门”专

业，似乎已约定俗成。部分高分考生，因“分有所值”选择

了“ 热 门 ”专 业 、放 弃 了 真 正 心 仪 专 业 的 例 子 也 多 有 发

生。但高考对考生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高考应是一种

评价、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成长。通过高考，进入心仪的

院校，选择热爱的专业，坚定未来的志向，这才是高考的

应有之义。

不知从何时起，院校专业被人为地区分为“热门”和“冷

门”，而划分冷热的依据是分数的高低和报名人数的多寡。

其实，专业的设置本无高下，只有适合与否，即是否适合国

家发展建设的需要，是否适合行业更新的步伐，是否适合学

生的全面成长与个性选择。当考生选择了适合的专业，就

意味着选择了快乐充实的学习生活，选择了为自己未来职

业成长注入力量、夯实基础的可能。

人生本就多样，成才路本就有千万条，不同青年的多样

选择、多彩路径，能够汇聚为一股洪流，推动国家和社会的

发展进步。

钟芳蓉选择考古专业后，北京大学、各地博物馆的考

古工作者，还有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都给她来信，

表达鼓励、祝福。一些话读来让人动容：“愿你在北大考

古，找到毕生所爱”“文化传承，是一种价值”。这些话语，

给 很 多 人 带 来 启 发 ，不 仅 是 对 钟 芳 蓉 ，也 是 对 更 多 的 青

年人。

将毕生奉献给敦煌文化的樊锦诗有一句话流传甚广：

“我为敦煌尽力了”。相信，钟芳蓉“为梦想尽力”会有更多

的可能，更多的底气。

选择，是机会的取舍，更是成长的定位。坚定志向，勇

敢选择，也要为梦想尽力！

为梦想尽力
呐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