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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里的环保斗士

○   环境学院    宁婷

由于赵晨曦学长身处遥远的

乌鲁木齐市，我们只能对他进行

了一次短暂的电话采访。听明我

的意图后，学长十分周到地请我

挂断电话，由他打来。

清华园里耳濡目染

对 于 清 华 园 的 求 学 生 涯，

赵晨曦首先提到的是自己的辅导

员——杜斌学长。赵晨曦还记得

杜斌学长是一个多才多艺、全面

发展的人，在学习、科研、体育、

舞蹈方面都有特长，深受同学们的喜爱。在

辅导员的影响之下，赵晨曦一直把“全面发展”

作为自己的发展定位。他是这么想的，也是

这么做的。当被问及自己为什么会担任辅导

员这个职位时，赵晨曦表示辅导员不是一个

职位，而是一个服务别人、锻炼自己的岗位。

他说道：“不是我选择，而是一个选择与被

选择的过程。”当时环境学院党委找赵晨曦

谈话，认为他具备一个辅导员相应的素质，

同时他也十分希望能有这样一个既能服务同

学又能锻炼自己的机会。所以，赵晨曦就承

担了环境学院团委书记的工作。

赵晨曦坦言，辅导员这项工作，需要投

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要做好这份工作又要

保证学习和科研，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挤占

自己更多的生活时间。没有人天生就能把很

多事情做得很好，就像那些特等奖学金的获

得者，他们也是付出了常人几乎想象不到的

努力。赵晨曦认为平衡这一切的要点就是“多

付出”。当然，这份工作也让他收获了很多。

——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赵晨曦

赵晨曦

2001 年进入清华大学环境科
学与工程系学习，2010 年取得博
士学位。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
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副院长。2006-
2007 担任环境学院团委书记。

【编者按】

灯红酒绿的大都市没有能够留住他，苍凉的西北大戈壁倒是让他心醉不已。赵晨曦，一脚

踏出美丽的清华园，便投身于新疆的环保科研事业，只留给我们一个坚毅而高大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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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员工作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积累知识

和能力的平台，让他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其

次，辅导员工作对个人的全面协调能力和处

理各方面关系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需

要他能够很好地协调学习、科研与休息。再

次，赵晨曦认为辅导员工作培养了他的担当

和责任感。辅导员工作，说得高一点，也是

一项事业。特别是带班辅导员，是同学们的

学长、老师和朋友。辅导员是以一种教育者

的身份去工作，所以对于人的责任意识的培

养功不可没。最后，赵晨曦说，从事辅导员

工作，学校会有很多宝贵资源向身上倾斜。

例如，学校每年的学生工作研讨会，辅导员

会有很多机会倾听学校主要领导的声音，听

他们讲学校的发展、育人的理念，听一些我

们平时生活中不会去关注的一些比较高层次

的东西。就是这样的耳濡目染，影响了赵晨

曦就业、择业以及人生的选择。对此，赵晨

曦特别谈到在校期间，许多同学为了同一个

目标一起持续不断地努力，无私付出，团结

一致，最终达到了甚至超过预期目标的经历

给了他很多触动和很大的影响。

工作岗位坚定选择

博士毕业之后，赵晨曦响应学校的号召，

赵晨曦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环境保护科

学研究院。对于离开学校之后的工作，赵晨

曦简要谈了几点体会：一是必须要继续学

习，所以在学校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独立

解决问题的能力很重要。在工作中，很多学

摄
影

\
崔

彧



青年辅导员

93

纪念辅导员制度建立60周年专刊SPECIAL ISSUE

到的知识都不能直接拿来用，还经常会碰到

知识严重不够用的情况，所以始终保持学习

的习惯很重要。第二，在一个新的环境中，

要学会适应，同时要保持自我，不能在新环

境中迷失了方向，要低调做人，踏实做事。

要善于调整自己的心态。人生的道路不可能

一帆风顺，有高峰就会有低谷，无论何时都

要坚定自己的选择。

对于现在的工作，赵晨曦说，在他们毕

业前，学校就有意培养一批有志于去基层工

作的硕士、博士。由于学校的多年教育，再

加上清华学子下基层建设祖国的精神影响，

自己就萌生了去基层工作的想法。“因为认

同，所以坚定。”虽然新疆相比东部发达地

区，匮乏的不仅仅是物资，但是单位的领导

和同事对赵晨曦都比较关心和照顾，而且跟

同事们一起工作也互相配合、非常契合。赵

晨曦强调，在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条件下，要

想做成功一件事情，就必须要付更多的努力。

越是在条件不那么成熟、不那么具备的时候，

通过长时间的努力去做成功一件事情，收获

会越大，锻炼也越大。

寄语献策“以人为本”

对于清华学子人生道路的选择，赵晨

曦给出的建议是“以人为本，尊重差异”。

清华学子身上无疑肩负着对国家、对民族

的责任，但是赵晨曦看来，“以人为本”

才是最重要的。不强求每个人都要深入基

层，奉献一生；人生道路的选择，可以按

照兴趣爱好，也可以去追求自己欠缺的一

些东西，包括物质等；去一些外企、私企

拿高薪，这些都没有问题；个人发展必须

尊重差异。但是，主流方向强调的是责任，

这一点毋庸置疑。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

大学，都强调青年人对国家、民族、社会

的责任，这是没有错的。在校期间，首先

要培养的就是认真负责的态度。除去别的

技巧性的东西不说，认真负责是跟每一项

工作的相关度都很高的一种优秀品质。其

次，是对每一项任务的投入和坚韧，不要

让自己做的事留有遗憾。再次，就是要在

一件又一件的任务中不断培养自己解决复

杂问题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书本上、课堂

上都学不到的，只能靠社会工作的积累。

而这种能力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又是极其

重要的。

谈到清华“又红又专”的优良传统，赵

晨曦认为它到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对“又

红又专”四个字，赵晨曦的理解是，“红”

代表忠诚，是对党、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

也可以近似理解为“德”；“专”代表“才”，

指专业素质和知识。“又红又专”，其中“红”

是保障和前提，故从某种角度上也可以理解

为“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许多年来，清

华坚持“又红又专”的理念，为祖国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红色工程师，在国家的建设进程

中功不可没。而在当今，“又红又专”仍是

我们需要坚持的方向。

【访谈感言】
作为清华毕业的优秀博士生，赵晨曦

学长放弃了在发达城市工作的机会，毅然

投身大西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尤

其是对我们这一批在蜜罐里泡大的 90 后来

说，这种投身基层、报效祖国的精神特别

需要提倡和延续。

（宁婷）

赵晨曦学长用行动向我们诠释了“到西部

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真

谛。90 后的我们应该学习赵学长的精神，用

行动报效祖国、服务社会。

（叶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