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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基层并非一时冲动
硕士毕业后作为选调生来到东北小镇

■本报记者 储舒婷

一个普通乡村副镇长的工作有哪些？

大学生肯定说不出， 但是上海交通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硕士毕业生李文

政现在了解得一清二楚———不仅身负扶

贫 、 环保治污和振兴乡村的职责 ， 还

“兼职” 灭火队员、 搬运工、 宣传员等。

他已经在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开安镇挂

职副镇长两年， 这就是他每天的工作。

2018 年夏天 ， 他从上海交大毕业

后， 没有选择留在大城市或返回家乡湖

北孝感， 而是作为一名选调生来到了离

家两千多公里的陌生东北小镇。

当李文政结束一天的工作接受记者

采访时， 已是晚上十点多， “虽然有在

基层实习经历， 但一开始真没想到农村

的基层工作是这样”。 李文政到开安镇

近两年， 除了春节回家陪伴父母， 周末

没有休息过， 更不用说年假了。

艰苦的条件、 工作的压力、 改革的

困难和独在异乡的孤独没有让他放弃，

反而更坚定了自己报考选调生的信念，

“我希望帮助更多贫困的人有质量、 有

尊严地活着， 也想趁年轻的时候做一些

实事、 实现自己的理想。”

“蜗居 ”艰苦 、孤独难
捱，但“选择基层从不是一
时冲动”

一个和同事共用的小办公室， 里面

摆着一张桌子、 一张床， 这就是李文政

工作、 休息和生活的地方。 “刚来时人

生地不熟， 同事几乎都是本地

人， 每到晚上整栋楼

只有我一个

人。” 他告诉记者， 有一天晚上他从热

水房打水回来洗漱， 却在走廊上重重地

摔了一跤， 在原地躺了很久才慢慢爬起

来。 “我不是多愁善感的人， 但那种孤

独的感觉， 真是记忆深刻。”

一开始， 当地人觉得大学生未必真

能受得了基层的苦， 但他用兢兢业业的

行动证明了自己。 两个月后， 他就迅速

熟悉和融入了环境， 并接手副镇长的工

作。 “我始终记得自己是交大毕业生，

一言一行也代表着当代大学生在老百姓

和基层干部眼里的形象。” 他说。

虽然面对一个难度超乎预料的开

端， 但李文政说： “我选择基层从来不

是一时冲动， 而是长期实践后深思熟虑

的决定。” 读研期间， 他曾担任学院的

研究生会副主席、 班级党支部书记等为

身边同学服务， 还利用每个寒暑假分别

在上海奉贤区人社局、 闵行区江川路街

道等单位基层挂职锻炼， 并赴安徽小岗

村参与改革调研等。

为残障家庭申请免费
轮椅， 车上随时备着铁锹
灭火

开安镇地处 “黄金玉米带”， 李文

政作为副镇长， 一项重要的环保治污工

作就是禁止秋收后在玉米地上焚烧秸

秆。 为此， 他和其他乡镇干部常常披星

戴月地走家串户， 开着宣传车、 放着大

喇叭到老乡家宣传环保观念， 告知其不

能随意放荒； 同时还得向老百姓讲解免

耕还田政策， 每年由基层统一组织秸秆

“打包离田” 再卖给电厂， 不仅解决了

他们的后顾之忧， 也鼓励他们采取保护

性耕作， 减少秸秆焚烧。

除了做好 “宣传员”， 李文政和同

事还得巡逻 “看火”， 随时准备 “客串”

灭火队员。 一旦发现着火点就要立即扑

灭， 这也正是为什么他的巡逻车后备箱

里， 总是放着铁锹等灭火装备。

除此以外， 每个月或逢年过节， 他

都会提着粮油米面、 时令食品等雷打不

动地去看望自己 “包干” 的扶贫家庭。

他帮扶的老朱一家就是因病致贫， 老朱

夫妇和三个孩子不是身患慢性病、 就是

身体或精神不健全。 去年， 李文政联系

县民政局等相关部门， 帮助这家智力和

身体都有残疾的老三， 免费申请了一台

轮椅。

现在， 原本腿脚不便只能呆在家里

的老三， 已经可以自己推着轮椅在外面

晒太阳。 看到老朱一家人开心的笑容，

李文政感到非常满足： “像老朱家这样

的精准扶贫户， 生活、 医疗等现在都由

政府救助托底， 现在自己也能养鸡养鹅

增加收入了。” 靠真心赢得真心， 李文

政和老朱一家已经处得像亲人一样 ，

“每次走的时候老朱都会拉着我的手 ，

一直把我送到车上。”

除了老朱家这样定点帮扶的贫困家

庭， 李文政还定期走访他 “包片” 扶贫

的三个村， 走遍二十多户需要帮助的家

庭， 尽量为他们解决困难。

一年多记下五万多字
工作日志， 思考探索乡村
振兴新方式

“整个五一假期没休息过， 忙于人

居环境整治 。 要破除百年陈规旧习的

难度可想而知 ， 后期长效机制就更为

重要……” 这是李文政最近写下的工作

日志， 一年多来， 他已记下五万多字的

思考和感悟， 并常常和乡镇书记、 村长

等商讨如何探索乡村振兴的新方式。

大学生 “村官” 和普通乡镇干部有

什么不同？

他们的经验或许不够 , “每当我在

工作上遇到困难和压力从不轻言放弃，

但能否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更完善的机

制举措， 这些必须在事后复盘和思考。”

李文政认为， 基层工作不但要靠不怕吃

苦， 更要总结经验教训。

除了几乎每天都写的工作日志， 他

在开安镇的深入调研还 “攒” 下了数篇

详实的建议、 论文和报告， 并向相关刊

物投递发表， 传递、 分享治理经验， 或

提交给上级部门。

李文政觉得这些思考或许还很稚

嫩、 有些提议也并不完善， 但每每当作

回忆来看也特别好。 “来以前， 我没有

想到中国乡村的基层工作是这样的， 但

是， 我也不后悔， 希望我能帮助这些有

需要的人。 基层缺的就是有理想、 有抱

负、 有眼界的青年人， 写下自己的感受

能时时提醒我不忘初心 。 即使面对诱

惑， 也要坚守底线。 把最美好的年华献

给基层、 服务乡村， 就是我

努力工作的最大动

力。” 他说。

这些90后，他们选择在最美好的年华服务乡村

■本报记者 张鹏

6 点起床， 戴上口罩和手套； 7 点

准时走进教室带领学生早读 、 为学生

上课 ； 每个晚自习都守在教室答疑 ，

回到宿舍后继续挑灯深夜备课……这

是复旦大学 21 届研究生支教团队员 、

法学院研究生卢虹宇在疫情期间的支教

日常 。 复旦大学最早响应团中央 、 教

育部的号召 ， 派出首批中国青年志愿

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 ， 迄今

已坚持 21 年， 从未间断。 选拔优秀青

年赴宁夏西吉、 贵州息烽、 新疆拜城、

云南永平四地七校， 以 “教学、 家访、

资助 、 文化 、 宣传 ” 为抓手 ， 五位一

体地开展支教扶贫……21 年间 ， 共有

321 名支教团志愿者去往祖国西部， 服

务一线， 教书育人。

2019 年秋季 ，90 后卢虹宇接过支

教接力棒，来到宁夏固原市西吉县三合

中学，担起了九年级的英语教学任务，同

时还成为六七年级的音乐课教师。 卢虹

宇说：“我在上海接受了最好的教育，得

到过很多帮助， 现在我也希望能够回馈

家乡，作为支教老师担起教师的责任，为

改变中国乡村孩子的命运承担责任。 ”

90后大学生接过支教接
力棒反哺西部

在复旦大学法学院， 到西部山区支

教算得上是 “代代流传” 了。 卢虹宇的

两位辅导员都曾有过支教的经历， 不时

把支教期间的故事讲给学生听。 老师最

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用一年不长的时

间， 做了一件能够铭记终身的事。” 这

句话仿佛一颗种子， 把支教的梦想种在

了卢虹宇的心里。

2019 年 ， 学校号召到宁夏支教 ，

多次参与支教社团活动的卢虹宇报名

了。 她还有一点 “私心”： “我也是来

自西部的大学生， 在上海接受了最好的

教育。 用自己的知识回馈西部地区， 是

我一直想做的事。”

宁夏固原市西吉县曾被联合国认定

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之一。 这里

气候干冷 ， 卢虹宇在暖气片旁放上热

水、 在床头摆上加湿器， 但清晨起床时

仍会时常流鼻血。

气候等客观条件都可以适应， 最让

这批 90 后支教大学生感到落差的， 是

当地学生的基础知识不扎实 。 原本信

心满满的卢虹宇打算全英文授课 ， 不

料上完第一堂课就遭到学生的 “投

诉 ” ： “老师 ， 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

么 ， 还是说中文吧 。” 卢虹宇回忆说 ，

很多九年级学生连主谓宾语法都搞不清

楚， 有些学生甚至认不全音标， 连拼读

都很困难。

这可急坏了支教团的大学生们！ 他

们找学生谈心、 家访， 与班主任和任课

老师沟通， 加班加点给学生补课。 第一

次月考成绩出来， 学生们的英语成绩并

没有明显提升， 班级里的小宇 （化名）

只考了 30 多分。 “当时心里别提多难

过了， 特别失落。”

让学生们爱上英语是支
教的精神动力

平日的英语课上， 小宇是最让人头

疼的学生： 上课不听讲、 作业不完成，

就连卢虹宇的提问， 他都当作耳旁风。

细心的卢虹宇查阅了小宇所有学科

的成绩， 她发现， 除了英语， 小宇的其

他学科， 尤其是物理、 数学等理科成绩

都在全班前五名。 她找到小宇谈心， 询

问英语成绩不好的缘由。 “老师， 我对

英语不感兴趣。” 没想到小宇这么直截

了当。 卢虹宇没生气， 反而笑笑， 对他

说： “根据木桶效应， 英语成绩可能会

成为你考上高中的关键哦。” 她把英语

在生活和工作中的应用， 以及学好英语

对于未来发展的种种好处细数了一遍，

小宇似懂非懂地回到了班级。

随后几天， 卢虹宇感到小宇似乎有

了一些变化。 上课认真听还记笔记， 遇

到不会的问题也会来提问了 。 一个月

后， 小宇的英语成绩从 30 多分提高到

了 50 多分。 “这是多么大的进步啊！”

卢虹宇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小宇

的进步成为了我支教的精神原动力。”

为了让全班同学都能爱上英语， 卢

虹宇在教学上没少动脑筋。 针对当地学

生英语口语、 听力较差的现实， 她鼓励

学生们三四个人组成小组进行英文主题

演讲。 特色美食、 优秀影视剧作品、 学

校的篮球队……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被学

生们用英文搬上了讲台。 学生们的兴趣

十分浓厚， 从起初羞涩不敢开口， 到全

班同学盯着演讲小组提问， 孩子们眼睛

里透出了对于英语的无限喜爱。

抗疫线上教学工作量翻
倍却从未喊累

今年， 包括卢虹宇在内的支教大学

生团，还经历了新冠肺炎的考验。在疫情

肆虐的特殊时期， 学生们仍是研支团队

员们最深的牵挂。除了线上辅导外，他们

为学生录制居家防疫顺口溜， 写倡议信

鼓励学生通过制作手抄报的方式向身边

人宣传防疫知识。假期结束，队员们陆续

回到支教学校，隔离结束后重返讲台。

卢虹宇坦言， 疫情给支教队员们的

工作和生活带来许多变化———线上批改

作业无法实时了解学生的状态、 获得学

生的反馈； 而由于支教地学生家庭条件

限制，孩子们上网课其实很不方便。为了

弥补这些局限， 队员们陪着学生看名师

录播课，帮他们划重点、做笔记，准备相

应的习题，更详细地解析每道习题。

延期开学还打乱了教学进度， 在给

已返校的九年级学生上课时， 因防疫需

要，卢虹宇的学生被分成两个班，由于教

学进度不同，教学工作量翻了一倍，白天

上课常累到嗓子沙哑。 卢虹宇和队友们

明白，支教并不容易，疫情时上课更是考

验，但没有一个人喊苦喊累，每一名队员

都坚守在岗位上：“我们一直为自己能有

这样一个服务西部的机会而感到荣幸，

更感受到教育扶贫事业的责任之重。 ”

接过支教的接力棒坚守乡村讲台
“来自西部的我在上海接受了最好的教育，现在该我回馈家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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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贫困村的变迁
从大学辅导员到驻村第一书记

■本报记者 张鹏

如果说在学校里每天和学生打交

道可以让人永葆青春， 那么从大学辅

导员到驻村第一书记 ， 复旦大学 90

后辅导员曲正祥收获了另一种成就

感———从 2018 年 9 月份开始担任云

南省大理州永平县博南镇胜泉村驻村

第一书记至今， 他见证了这个小村的

许多变化： 原先村里 69 户贫困户共

计 222 人在 2019 年 10 月全部脱贫，

贫困发生率由原来的 7.2%降为 0；

实现了 10 千伏以上三相动力电全覆

盖 ， 广播电视全覆盖 ， 网络宽带和

4G 网络全覆盖； 家家户户都有自来

水 ； 村里有了标准化的卫生室 ， 69

户建档立卡户由政府出资购买医疗保

险和大病保险， 每个家庭都有一位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 村民公共活动场所

等硬件设施也逐渐跟上了……

近两年的驻村经历， 曲正祥说：

“基层干部最重要就是及时回应村民

各种诉求， 解决实际困难， 目标就是

脱贫致富。”

一个是大学象牙塔， 一个是贫困

县， 曲正祥刚来时还有一个落差是村

里贫困户的观念。 入户交谈时， 他发

现， 有些贫困户缺少自强致富的主动

性， 对教育也不够重视。 “扶贫还得

先扶志扶智， 让他们有靠自己双手改

变生活的动力和志气， 并且有经营生

活的智慧。”

为此， 他时常和村民谈心， 鼓励

他们勤劳致富， 传递理财观念， 还专

门为他们请来技术指导传授种植养殖

技术。

曲正祥的努力终于结出果实。 一

位建档立卡户通过扶贫干部的帮扶开

展种植养殖事业， 家庭条件有了很大

改善， 全家从泥土危房搬进了漂亮的

砖瓦房， 水蜜桃种植和火鸡养殖办得

红红火火。

在今年一季度的 “三讲三评” 会

议中 ， 这位村民动情地说 ： “村干

部、 驻村工作队员和挂钩干部就像把

贫困户当成自己家人一样出谋划策，

我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让我觉得

现在的生活很有奔头。” 这一番话也

给在场的其他建档立卡户传递了勤劳

致富的正能量。

复旦自 2012 年开始定点扶贫永

平。 去年永平脱贫摘帽让曲正祥也很

受鼓舞 。 他到永平的第一个月就发

现， 这里有很多原生态特产， 都因为

缺乏渠道无法售卖到其他地区。 一个

月后， 在复旦大学帮助下， “复旦大

学帮扶永平电商平台” 正式上线， 售

卖包装完整的永平商品； 一年后， 针

对永平蜂蜜等初级鲜货电商平台也开

通了， 这两个平台给永平带来了新的

营收点。

疫情期间 ， 曲正祥坚守在岗位

上， 紧抓疫情防控， 加强对外来人员

的监测、 管理。 疫情稍缓后， 他还做

起了 “店小二”， 通过直播带货的方

式帮助村民销售产品。 “我们要带着

永平百姓跟上时代的步伐。” 曲正祥

说， “学校多次强调要坚决打好脱贫

攻坚战， 做到脱贫不脱手。 接下来我

们将聚焦乡村振兴， 集中力量推进智

力扶贫、 科技扶贫、 文化扶贫等， 继

续用真心真情真力帮扶永平。”

早上 8 点， 开始处理村集体经济

项目的协调工作， 随后到县里与移动

公司对接安全乡村项目， 再走访反映

困难的农户了解情况； 短暂休息后，

下午启程与县里的设计公司对接集体

经济项目规划， 随后进山就村民反映

的水管没有水的问题对饮水项目水源

点进行实地测量； 晚上 8 点， 工作总

结并开推进会……这是曲正祥普通的

一天。

在大学里， 曲正祥曾担任少数民

族学生专职辅导员 。 2018 年 ， 他在

无意中看到了一篇脱贫攻坚的专题报

道， 点燃了这位 90 后城市青年的热

血抱负： “年轻人应该尽最大努力参

与到这场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中。”

这也是他义无反顾来到永平的初

心。 第一次接触真正的农业、 农村和

农民， 带给曲正祥不小的震撼。

走访村民是曲正祥工作中的重要

内容。 作为驻村工作队长， 他每个月

都会遍访农户， 村民有任何需求他都

会带着驻村工作队员入户走访， 第一

时间了解问题并寻求解决方案。 曲正

祥告诉记者： “村支书的工作远比想

象中琐碎、 复杂， 比如邻居两家人有

时会因为瓦檐上的滴水而产生矛盾。

在处理纠纷时 ， 不仅要注意方式方

法， 有时候甚至要连两家人几辈子的

历史渊源都摸清楚才行。”

“我刚来时， 村里道路硬化率只

有 60%， 雨天时道路泥泞 ， 骑摩托

车进村得摔好几次。” 要致富， 先修

路。 曲正祥来这里后第一件事就是争

取项目和资金修路 ， 2019 年 10 月 ，

胜泉村的道路几乎全部硬化完毕。

喜人成绩背后， 扶贫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 从上海到海拔 1600 米的胜

泉村， 初来乍到的曲正祥很不适应，

夜间常常难以入睡。

语言不通更令他苦恼： “当地百

姓特别朴实 ， 有什么困难都会来找

我， 常常一边诉苦一边就开始哭了。

但刚开始， 村民哭诉一小时， 我一个

字都没听懂。”

曲正祥开始跟着村民学方言 。

2019 年元旦 ， 曲正祥在胜泉村 “走

家串户”， 刻意 “规定” 自己只说方

言。 练习半年， 他现在开会、 交流都

可以毫无障碍地用方言了。

每天工作12小时，从听不懂百姓诉苦到“方言通”

90后村支书变身“店小二”直播带货

90 后在今年备受关注， 成长于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期的这些年轻人们展示了自己的担当， 也用
自己的选择展示了他们对读懂中国的渴望。 在上
海高校， 有一批 90 后、 00 后的年轻人， 他们或
者选择到基层挂职， 或者到乡村支教， 或者干脆
到基层就业， 对于他们来说， 发展的天地不仅只
有大城市， 要读懂中国， 就需要到更广阔的天地
中去。

最近正逢求职季， 高校一批已在乡村就业或
者挂职的 90 后们在云端与即将面临职业选择的
学弟学妹们交流真实的中国基层经历， 用他们的
经历鼓励同龄人在择业时将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
发展相联系———

▲卢虹宇和乡村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荨曲正祥走访农户。

荩李文政和科技助农人员交流讨论。 均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