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顾诚在武定

县贫困户家走访 ，

察看家庭情况。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
标志性指标， 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 在这个全体中华儿女为之奋斗的
主战场， 上海 90 后干部人才登场、 成长 ， 他们从东海之滨来到广袤的内陆腹地 ，

正和当地干部群众一道谱写着靓丽的青春乐章。

这是一场硬仗。 可无论是在高原山川、 还是在荒野沙漠， 他们都一心向前， 能
吃苦、 思维活、 干劲足； 有理想、 有本领、 有担当。 90 后上海青年亲手将希望撒在

田野， 用汗水浇灌。 待秋风吹拂， 华夏大地便会结出 “到 2020 年现行标准下的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的盈枝硕果。

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记者与上海援疆、 援藏、 援青、 援滇、 援黔战线的
5 位 90 后干部人才一一对话， 听他们讲述放弃城市生活， 扎根扶贫一线的感人故
事； 讲述他们能为脱贫攻坚带去哪些新元素， 又在日夜奋战中经历了怎样的成长。

他们纷纷立下誓言： 一定会交出一张不负时代、 不负期待的漂亮答卷。

迎难而上方能彰显勇气担当
他们在对口支援地区倾其所能，

使当地面貌发生 “蜕变”， 而他们的

身上也发生着 “蜕变”。

“我更加了解中国的国情， 做事

更加成熟。” 辛立说。

“我对‘行万里路’有了更深的体

会。”董海宇说，“在团队协作上也有进

步。 ”

“我一年和家人见不了几次面 ，

当地扶贫干部又何尝不是这样？ 他们

的家就在身边， 却因为忙于脱贫任务

和家人聚少离多。 他们中的很多人，

心甘情愿地扎根边疆二三十年 ， 太

不容易了。 我必须向他们学习。” 顾

诚说。

在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剩余

的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 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的难度仍然很大， 再加上新

冠肺炎疫情为脱贫攻坚带来的新挑

战， 对于初入脱贫战场的上海 90 后

干部人才而言 ， 责任很重 ， 压力很

大 。 但他们的字典里 ， 从没有 “退

缩” 这个词。 他们瞄准当地所需， 精

准发力， 踏实做事。

其实， 他们也有个人的 “难处”。

两个星期前， 陈杨明在上班时收到祖

母去世的消息， 他强忍悲痛， 继续工

作。 直到晚上回到宿舍， “奶奶爱吃

的水果， 给我做的蛋炒饭……”， 昔

日的温馨画面一一浮现在脑海。 他的

情绪再也控制不住， 多想赶回去再看

看祖母一眼……

陈佳阳出发时距离认识女朋友刚

满两个月 。 当他讲出 “援青三年 ”

时， 女孩一下子哭了。 可他纵有万般

不舍， 也必须启程， “那里的学生更

需要我的帮助”。

迎难而上， 是上海 90 后干部人

才的坚定选择， 也彰显着他们的勇气

和担当。

好在 ， 后方也在全力支持着他

们。 女孩深情地对陈佳阳说： “我会

等你三年， 待你完成任务归来， 我们

就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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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们眼中， 陈杨明更

像是个大哥哥。

（均受访者供图）

荨课间休息， 董海宇被求知

欲极强的喀职院学生 “围” 着提

问。

荩陈佳阳为果洛高中生展示

化学实验。

茛辛立在田

间地头调研正安

茶产业。

上海 90后： 脱贫一线绽芳华
本报记者 赵征南

有理想
老百姓有获得感
吃再多的苦都值

4 月 21 日， 星期二， 清晨 6 时 20

分，青海果洛的天空又飘起了漫天飞雪。

1 米 83 的个头 ，宽脸庞 、身穿黑色

羽绒服，戴着厚厚的眼镜，上海 90 后援

青教师陈佳阳走进果洛州民族高级中学

教室。在大半年的历练后，他现在已经适

应了高寒低氧的环境。

此时，高原上太阳还未升起，室外温

度更是低至零下 10 摄氏度。可室内却是

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一日之计在于

晨”的早读开始了。 学生们手里拿着的，

是陈佳阳细心准备的教学材料。 莘莘学

子的认真劲， 让他这个早读带班老师心

里暖洋洋的。

在果洛， 上海援青干部人才被亲切

地称为“上海青”，他们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战斗，缺氧不缺精神。

去年 7 月，陈佳阳踏上雪域高原。西

宁到果洛 500 多公里的山路， 不是在转

弯，就是在准备转弯的路上。曾有援青干

部用画“正”字的方法，算出一路上要经

过 761 个大于 45 度角的大弯。

入青后的第一天、第二天晚上，陈佳

阳因高原反应基本没怎么睡着觉。 到了

第三天上午，刷牙时低头一看，衣服上有

很多滴血迹，他在“不经意”间流鼻血了，

发紫的指甲盖更是吓同事一跳。

“赶快去检查一下！” 同事催促他。

他倒觉得没什么大事。 “你是怎么

走到这里来的？ 这么低的血氧， 赶快躺

下！” 医生把血氧饱和度只有 70%的数

值告诉他， 立马拉来了氧气瓶， 为保险

起见， 很快又提出了住院治疗的要求。

到果洛的第三晚， 陈佳阳又是一夜

无眠。

“前三天就这样，未来还有三年，我

能撑得住吗？ ”短暂的自我怀疑之后，他

重拾初心，“说好的一起去，一起回，中年

教师都能坚持， 我这个年轻人又有什么

理由当逃兵？ ”

他将内心的恐惧彻底 “封印”， 和

父母聊天时也学会了 “扯东扯西”， 一

直跟他们瞒着自己住院的消息， 坚持，

再坚持。

同样奋战在雪域高原的还有日喀则

市上海实验学校援藏教师、 负责学校德

育工作的陈杨明。 他曾是名专业足球运

动员， 可高原却对这类身体强壮的人有

着格外的 “偏爱” ———高原反应往往来

得更剧烈。 鼻管吸氧难受， 他就在宿舍

自制 “氧气面罩”， 并因简易有效， 迅

速在援藏教师间推广。

尽管走快一点就会喘， 但工作之余

一有时间，陈杨明还是走进操场，教学生

踢球的基本功，组织各种体育比赛。每当

他出现在操场，孩子们总会一拥而上，齐

心协力将他“压”在地上。 或许他永远无

法像当地孩子一样在高原草坪上飞奔冲

刺， 但孩子们脸上的笑容让他比自己踢

球时还要快乐。

同样感受到温暖和快乐的， 还有上

海第三批援黔干部、 遵义市正安县扶贫

办副主任辛立。 前几天，他调研结束后，

叫了辆摩的回宿舍。

接过师傅递来的头盔， 辛立刚讲出

自己的目的地， 对方便操着 “贵普” 问

他： “小兄弟你从哪里过来？ 听口音不

是本地人。”

“上海，我是上海援黔干部……”辛

立和师傅聊了起来。

“那今天我绝对不能问你要钱！” 摩

的师傅抬高了音调说， 自己的孩子就在

上海援建的学校念书， 使用的是上海提

供的硬件设施， 接受的是上海方式的教

学， “孩子在家心心念念着上海， 作为

父亲， 我对上海也是始终心存感激。”

到了目的地， 辛立还是硬把摩的费

用塞给了师傅 。 在他心里 ， 老百姓满

满的获得感让他无比幸福 ， 吃再多的

苦都值。

把时针拨到去年 7—9 月， 初入

正安的他， 基本每天都乘车前往基层

调研， 有时一天去三四个镇， 天黑透

了才回。 盘山路是巨大的考验， 再加

车上还要对着手机查阅数据， 每次下

车的第一件事， 就是吐。 每到一个地

方， 同行的同事就和他开玩笑： “等

辛主任吐好， 再……”

有本领
如何出奇制胜？

先要规避风险！

辛立的另一重身份， 是某视频平

台认证的三农电商助力人， 平台总点

击量达 20 万。

在上海援黔队伍里， 正安县副县

长李国文年纪较长，辛立年纪较轻，分

别毕业于复旦和交大的二人在正安组

成了一对脱贫攻坚的“尖刀搭档”。

为野木瓜等正安农特产品带货直

播， 是春节前后两人一直商量着要做

的事情。李国文坦言，相对于自己初期

对公职人员直播的众多顾虑， 辛立更

敢于尝试新事物， 也更有想法，“即便

我开启直播，也卖不过他。我只会像百

科全书一样介绍野木瓜， 他却用一种

完全不同的形式。 ”

辛立独辟蹊径， 根据同龄人的心

理特点，想方设法地对野木瓜“瓜语”

进行文学化和科学化包装。

他以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书生气

质出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

报也 ，永以为好也 ”，开头便引用 《诗

经》中的“瓜语”，突出野木瓜很早就被

用以馈赠，视为情意永好的象征。他还

引用科学数据， 介绍了野木瓜所含的

有机酸、总糖、黄酮物质、氨基酸和矿

物质元素的具体含量。这场“果汁与果

干‘初恋’”的直播，不仅取得了良好的

线上销售成绩，上海的朋友、同学甚至

是未曾谋面的陌生人都纷纷打电话咨

询， 进一步扩大了野木瓜在上海市场

的知名度。

在工作中， 上海 90 后干部人才

总会有一些新思路 、新想法 ，并付诸

实践。

陈杨明在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发

展社团活动，使学生在课余之时，能充

分提高动手实践能力， 甚至提前获得

职场的体验。 如今，学校成立了 50 多

个学生社团，学生们不仅可以画岩画、

制作植物标本，还能操控无人机、给机

器人编程、3D 打印自己设计的作品，

甚至还建成了日喀则市第一个校园电视

台。上学期，他带着三位高中生组成的短

视频制作团队， 获得第十届青少年科学

影像节一等奖，“西藏学生能获得这个奖

太不容易了。 三个学生都是第一次坐飞

机，自治区教育系统也点赞。 ”

今年， 上海首次派出教师工作队对

口支援喀什职业技术学院 。 1992 年出

生的董海宇是团队中最年轻的一位， 任

教于轻纺食品系。 虽然到岗时间不长，

他已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我会在

专业课上穿插思政内容 ， 将 ‘一带一

路’ ‘古丝绸之路’ 等内容加入服装课

中， 这将让学生们更加深入地理解服装

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新想法层出不穷的背后，靠的全是

两条腿———可行或不可行， 都有充分的

调研依据。”上海第 11 批援滇干部、武定

县扶贫办副主任顾诚说。

去年，他考察楚雄州双柏县时，发现

当地在高原竟然也养殖着鲈鱼、 大闸蟹

等水产品，经济效益显著。在推进消费扶

贫的过程中， 他一直思考当地农特产品

的产业化之路，“传统产品要发展， 但还

要学会‘出奇制胜’。 武定也有多个高原

水库，我们能引进类似项目吗？ ”

为了验证自己想法的可操作性，顾

诚立刻联系相关公司的技术人员， 多次

到武定县各个水库实地察看， 最后在猫

街镇汤郎村的荒箐水库发现， 该处的环

境适合鲈鱼养殖。

想法归想法， 落地还首先要得到老

百姓的认可，这不容易。 “这是什么鱼？ ”

“见都没见过，我们都不吃的，怎么可能

卖钱？ ”“万一养了，卖不出去，或者遇到

灾害了，又怎么办？ ”乡镇干部反馈来的

“灵魂三问”并未吓退顾诚。

他一边调研， 进行可行性分析； 一

边向乡镇干部宣传消费扶贫理念。 “企

业负责人对商业模式更熟悉； 乡镇干部

更善于和百姓沟通。 而援滇干部， 就是

要同时说好 ‘上海话 ’ 和 ‘云南话 ’，

搭建好企业和乡镇的桥梁。” 顾诚表示，

最终决定采用资产收益的模式 ， 投入

200 万元建立鲈鱼养殖基地， 打算将其

打造成一个高原水产养殖的示范点 ，

“产权归属贫困村所有， 遇到风险资产

也不会流失， 以务工、 租金、 分红带动

脱贫。”

在做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主责主

业的同时， 顾诚和辛立都主动认领了挂

包户，经常抽出时间到他们家中走访，详

细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 帮助他们解决

一些困难。

“第一次去吴叔叔和陈阿姨家的时

候，我穿着便装，姿态尽量放低，但气氛

始终很尴尬。问他们有什么困难，老两口

一直说没困难，并称我为‘领导’。 ”辛立

说，“肯定是我疏忽了什么， 拉远了和贫

困户的距离。 ”

左思右想， 他觉得不该带 “翻译”，

“一开始觉得听不懂方言，带着‘翻译’有

利于交流，没想到适得其反。”之后，他取

消了“实时翻译”环节，让老人说慢一点，

一次听不懂，就让他们多说几次，实在不

懂的再向当地干部请教， 不断地学习和

适应， 辛立已经能听懂绝大部分当地人

的对话。

“辛主任，你来啦……”

“小辛，快进来坐……”

“乖仔，我儿子工作不好找，打工钱

挣得也不多，你能不能帮着想想办法？ ”

“乖仔，我孙子马上就要上学，你看

看这个学校怎么样？ ”

从“领导”到“乖仔”，老两口开始对

辛立无话不谈， 连家庭的烦恼心事都拿

出来和他一起探讨。彼此的心越拉越近，

越拉越紧。

有担当
刚到岗就遇难题
解决还是观望？

陈杨明英俊硬朗， 亲和力强， 这让

他成为学生心中的 “大哥哥”， 同事之

间的关系也相当融洽。 “要想迅速融入

当地， 健康向上的形象只是一方面， 关

键的还是用心。” 陈杨明说。

在他看来， 要彻底拔掉穷根， 必须

抓好教育， 而关键则在于为当地培养一

支带不走的教育队伍。

他是藏族老师格桑玉珍的 “传帮

带” 师父， 一对一的结对指导。 格桑玉

珍刚从学校毕业没多久， 性格外向， 永

远是 “哼着小调” “蹦蹦跳跳”。 “她

负责少先队的工作， 活泼中必须添一些

稳重， 才能做好这项工作。” 陈杨明及

时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而在格桑玉珍本职的英语教学中，

她也做出了改进。 过去， 格桑玉珍在课

堂并不太注意学生的反馈， 偶尔提问，

那异口同声的集体回答使她自认为教学

效果不错， 但测试结果却让她傻了眼。

“‘异口同声’ 未必是好事， 万一有 ‘浑

水摸鱼’ 的呢？” 陈杨明提醒道。

“以前的我就会在黑板前面讲个不

停， 援藏老师真心对我们好， 会提一些

好的建议， 让我以学生为主。 我现在会

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制定教学方案， 效

果挺好。” 格桑玉珍说。

在融入过程中， 不同理念的碰撞难

免会制造 “插曲”。 陈杨明希望当地教

师重视教学科研， 学习如何申报课题。

陈佳阳也提出了类似的设想。 但最初无

一例外， 遇到了阻力。

陈佳阳将阻力直接称之为 “质疑”：

“高原上，教师本身就很忙，自己的孩子

都照顾不到， 如今又要多一件烦心事”

“你这不是为自己邀功吧”“我想申报，但

不会啊”。“申报课题完全是为教师考虑，

可以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还能为自己

开拓更广大的发展空间， 为什么不试试

呢？”陈佳阳在向当地教师反复宣传申报

益处的同时， 还同援青教师团队一起开

展专项培训， 这些举措大大提升了当地

教师申报的积极性。

在董海宇看来， 敢担当是融入当地

的关键路径。

4 月 21 日， 上午 10 时， 董海宇迎

来了自己喀什生涯的第一节课———服装

结构制图 。 台下清一色的 60 位女生 ，

“我原本还担心， 学生能不能接受现代

化的服装设计理念， 当我看到她们画下

来的图纸时， 我的担忧彻底消除了， 美

好的东西都是共通的。” 董海宇说， 那

天上午， 他充分见识到喀什学子的求知

欲———第一小节下课， 他主动为一名上

课提问的女生巩固知识点。 谁知， 围观

的学生越来越多 ， 她们或坐着 、 或趴

着、 或站着围在老师身边， 边提问边记

录。 董海宇则拿出牛皮纸和模型， 边演

示边解答， 三个半小时， 他根本没时间

休息。

不仅是学生， 同事们也对他充分信

任， 毫无保留。 这种信任， 源于他在面

对难题时所作出的选择。 当他第一次走

进喀职院时， 学校还未开学。 在系主任

的带领下， 他来到了正在建设中的实训

大楼。 在一楼大厅， 系主任突然问道：

“董老师 ， 我们想在前面建一个 T 台 ，

可是那里有两根承重柱， 可能会挡住，

您有办法吗？”

董海宇来校之前， 也做了充分的准

备，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 还没开始正式

工作， 就要直面这样的棘手难题， 他并

未因 “不熟悉情况” 婉拒， 而是通过电

话咨询上海后方专家， 并结合自己的经

验， 给出了 “我可以试试看” 的答复。

在后方的建议下， 他先后提出了两个方

案 ： 一是 T 台偏移 ， 绕开柱子 ， 空间

大； 另一种是 T 台利用承重柱做对称，

空间稍小 。 他和当地教师一起反复筛

选， 最终认为， 第一种方案虽然空间更

大， 但会挡住侧门， 不利进出， 因此选

择了第二种方案。

帮人帮到底， 无需系主任开口。 董

海宇便在多方考证后 ， 给出了舞台长

短 、 屏幕的面积尺寸 、 后台空间的设

置、 灯光、 陈列等细节性建议， 尽可能

在有效空间内创造最佳的展示效果。

“你真是帮了我们大忙。” 系主任

非常感激。

“在当地最需要的时候， 你敢于担

起重任， 这是雪中送炭。” 顾诚说。

今年年初， 顾诚在上海援滇干部、

武定县副县长周伟的指挥下， 牵头制定

了 《武定县 2020 年度沪滇扶贫协作工

作计划》 等多个为全县 2020 年东西部

扶贫协作工作定调的方案， 对全县各领

导小组成员的职责进行细化、 分工， 下

发台账指引。

这是顾诚的主动出击。 “武定尚未

脱贫， 扶贫办的灯几乎没有一天在晚上

十点之前熄灭， 我觉得， 必须为当地干

部分担身上的压力。 去年年底， 我参加

云南省东西部扶贫协作成效考核， 担任

考核组成员前往其他县市开展考核工

作， 积累了相关经验， 于是和领导提出

做方案的牵头工作， 并第一时间获得支

持。” 顾诚说， “决战决胜时刻， 我不

能畏畏缩缩地等着当地给我布置任务才

行动， 一定要主动出击。 因为我的心和

武定在一起， 是他们的 ‘骨肉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