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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西部——无悔青春撒热土

奔赴西部——无悔青春撒热土

在理想的高空翱翔

○    特约记者    方文

毕业生们响应号召，奔赴西部、基层以及国家重要行业、领域工作。我们的专题
也将分为三部分呈现：“奔赴西部——无悔青春撒热土”、“投身建设——扎根基层
无怨悔”、“投身行业——中流击水主沉浮”。

中国西部土地广袤却相对贫瘠，民风淳朴而人才储备相对薄弱。这样一方热土需

要青春与热血的灌溉，需要有情系西部、服务人民理念的人们支持。

——记社科学院硕士毕业生索多

理想：索多——工程师
教 室 后 的 黑 板 报 上 ，

贴着孩子们的理想，“索

多——工程师”。“一位西

藏教育厅的官员在我们学校

演讲，说西藏最缺工程师，

因此当工程师就成了我的理

想。考上清华，也是为了实

现这个理想”，索多说。

13岁的索多已开始独

立生活。他离开家乡，来到

济南读书。初中三年，他没

有回过家。索多心里一直记

着——“为建设新西藏奉献

自己的才智”。你也许觉得

这个口号过于空泛，可对

索多，西藏人。清华大学社科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曾获清华大学国
际关系学系学习优秀奖学金，国际关系学系社会活动贡献奖和科研鼓励
奖等奖项和荣誉。毕业后赴西藏基层乡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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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索多来讲，这是责任与信念。“从进入内

地西藏班学习开始，我就知道身上的担子沉

重，我们必须成为民族的栋梁。”

社会科学：在生命的转弯
2006 年，索多进入清华大学精仪系制造

自动化测控技术专业学习。那一年，他以为

自己已经触摸到了“工程师梦想”。可索多

发现，在外求学的6 年已几乎让他与家乡脱

节。西藏可能需要热能、水利的工程师，可

没有对口行业接收一名自动化人才。自己所

学的专业在家乡没有用武之地，索多感到失

望和迷茫。2006 年7 月青藏铁路通车，索多

坐火车来清华报到。“这次经历对我触动很

大。我认为青藏铁路会创造很多发展机会，

但也可能造成文化裂缝；经济高速增长之下

人的精神世界反倒可能更贫瘠。这些可能是

西藏将来需要解决的问题。相比一名自动化

工程师，西藏可能更需要社会科学方面的人

才。”思索了家乡发展对于人才的新需要，

索多选择从精密仪器专业转入社会科学试验

班。

大三暑假，索多面临继续求学还是工

作的选择。“我家五个孩子，只有我一个上

过大学，按理我应该承担家庭责任，赚钱解

决家庭的经济问题。”而每一次思考，索多

都把西藏的需求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个人

的喜好得失。“我也想过去银行，月薪过

万，留在拉萨。但如果这样，牵着我鼻子走

的，不是理想，而是钱和舒适的生活。其

实那样我能做的事情很少，忙于生计，不

能为别人创造价值。如果那样，我会觉得自

己很可怜。”研究生期间，索多了解到了西

藏村官计划，他的认识慢慢清晰，“如果我

去基层，我有很多优势。我会说藏语、写藏

文，汉语和其他语言也可以。我从小在农村

长大，我懂老百姓，见过他们的辛苦……

”“西藏的城市化程度低，农民基数大，作

为一个决策制定者或建议者，你必须了解他

们。西藏基层的知识匮乏，如果有知识，你

能做很多事情，这是真的。”

　　

生命中的两位父亲
索多做出回家乡的选择和他生命中两位

父亲不无关系。

在索多眼中，父亲像一座高山，高大

挺拔，有一种“无我”的境界。“父亲有

宽阔的胸襟。他虽是农民，却看得很远。

高考结束后，家庭遭遇了变故，经济上困

难很大，但父亲坚持让我好好学习，告诉我

哪怕需要出国读博士，家里都会支持。”硕

士学位论文答辩结束后，索多很兴奋，第一

时间给父亲打电话，“老爸，我马上要工作

了，我的第一份工资，你希望我给你买什么

礼物？”“我希望你把自己的第一份工资全

部捐出去，表明自己的志向，以后，当你遇

到了诱惑和动摇，想起自己捐出的第一份工

资，或许还能想起当初的理想。” 

在清华，索多也遇到慈父一般的导师，

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阎学通教授对索

多倾心指导，生活上更是言传身教。“阎老

师曾上山下乡，在黑龙江建设兵团度过九年

劳动岁月。九年的煎熬，物质缺乏、精神贫

瘠，可他坚持了下来。这九年的经历塑造了

现在的他。他常常跟我们回忆当时的生活，

鼓励我们坚持自己的理想。”在索多看来，

阎老师就像家乡的老爷爷，慈祥、简单，没

那么多讲究，却执着。

　　

今夏毕业，索多选择的这条路才刚刚起

步，愿他坚持自己的梦想，给人们带来更多

的温暖与感动。

奔赴西部——无悔青春撒热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