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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新疆不是

为了挣钱的”

杜仁梅打算在新疆阿克苏
温宿县买套房子。“现在新城建
设起来了，放在那里升值。”

2011年8月，杜仁梅和4000
多名刚走出校门的东部大学生
一起来到了新疆，他们是大学生
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从
2003年起，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
的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
地区从事志愿服务工作。

“刚开始在新疆农业大学里
培训，每天免费就餐，60元的标
准。”跟很多第一次来新疆的学生
一样，杜仁梅吃哈密瓜吃到想吐，
学校甚至贴出通知：羊肉和哈密
瓜不能混吃，容易吃坏肚子。

也有学生不适应新疆的气
候。杨杰在新疆农业大学的宿舍
里躺了三天，来自河南焦作的
她，适应不了这里的干燥和高
海拔，即使海拔“只有”2000多
米。更多的学生开始流鼻血，从
温暖湿润的东部而来，这些奔
波了几千里的学生们还没准备
好在新疆生活。

培训的时间过得很快。早晨
听报告，专家会讲述新疆的历
史，之前的志愿者也被邀请来，
讲述自己对新疆的热爱。如果
某个时间段没有了发言者，这
些学生还会延续在学校里的一
种程序——— 拉歌。

培训期结束后，杜仁梅和18
名“小伙伴”乘坐大巴车，连夜从
乌鲁木齐赶往阿克苏，那是她之
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

杜仁梅后来才听说，那晚，
负责接送他们的老志愿者王振
学一夜没睡，在大巴车的前头坐
了一夜，“如果有人想来犯事，必
须得踏着我的尸体过去。”19名
志愿者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这是他们第一次真真正正感受
到的新疆。一个月之前的2011年
7月18日，新疆和田市一公安派
出所遭一伙暴徒袭击并实施纵
火。公安武警迅速赶赴现场，击
毙数名正在行凶和负隅顽抗的
暴徒，成功解救6名人质。

在阿克苏温宿县、他们要
服务一年的地方，惊喜意外地
到来——— 县城离阿克苏只有几
十公里，两地来往方便，甚至有
公交车往返。

杜仁梅仍然记得来到温宿
县的那天。19名志愿者被召集在
在团县委的办公室里，那是个窗
户关不上、桌子上有一层土、只
有十几把凳子的会议室，看起
来更像一个破败的山区教室。
很快，19人被各个单位的人领
走。她留在了团县委，负责跟上
一级团委联络以及志愿者的日
常管理工作。

几个单位很快达成一致：每
月300元志愿者补贴，再加上团
中央每月970元的补贴，一名志
愿者每月可以拿到1270元。“还
算可以，来新疆就不是为了挣钱
的。”志愿者们私下里讨论。

住宿被安排在当地兴建的
廉租房，那是个路都没有修好
的小区。从宿舍走到马路上，要
踩着厚厚的尘土，有人甚至打
算在鞋上套上塑料袋子，但很
快作罢，因为一个维吾尔族小伙
骑着摩托车经过时，扬起的尘土
还是落了他们一身。

志愿者中的大部分人被安
排进政府机关，只有4个人被安
排进学校。这也是各地团委长
久以来的一贯做法，为的是能
给志愿者提供足够好的条件，吸
引他们留在工作岗位上。

取经西部

杜仁梅们的故事每年都在
上演。2003年6月10日，共青团中
央、教育部联合启动大学生志愿
服务西部计划项目，号召高校毕
业生到西部建功立业。

这项计划招募普通高等学
校应届毕业生，到西部贫困县
的乡镇从事为期1到2年的志愿
服务工作。服务地主要是西部
12个省(区、市)加海南省、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及湖南湘西州、
湖北恩施州、吉林延边州部分地
区贫困县的乡镇。“到西部去、
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
方去”的口号吸引着无数青年
学子纷纷涌向西北。

十年来，超过14万名青年志
愿者参加西部计划，1 . 6万多人
服务期满后扎根西部。

志愿者们也会在私下里互
相问起：“你为什么来？”答案五
花八门，不再像几十年前中国的
那股“知青”潮那么单一。比例最
多的一类是，“想来西部看看，了
却心中的西部情结。”在这些刚
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眼里，西部
还带着一层神秘色彩。

“我不想说自己有多么崇高
和无私，我来的时候，只想做自
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来自山东
威海的志愿者宋文萍说，来新疆
是她一直以来的想法，上学的时
候因为各种限制，始终无法成
行。偶然间看到西部计划，她毫
不犹豫地报名。

毕业后通过参加西部计划
而找一份理想的工作，是很多
志愿者的想法，所以有的人是
奔着政策而来。2004年，教育部
出台文件，明确规定参加“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并完成服
务期、考核合格的志愿者，在服
务期满后三年内报考硕士研究
生，可享受初试总分加10分的政
策；在同等条件下招生单位优先
录取。类似的优惠政策在公务员
考试中也同样存在。

“西部计划项目启动之初确

实有缓解就业形势的考虑，但现
在的西部计划更偏向于一个人
才培养项目，2011年被列入国家
重大人才工程‘高校毕业生基层
培养计划’，更倾向于是一种过
渡性安排，不是终极性安排。”共
青团中央志愿者工作部相关人
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位
工作人员解释说，当前的西部计
划不是以就业为目的，而是为了
让年轻人对自己有清醒的判断
和认识，对他们今后的职业生涯
有所帮助。

“就业问题不光是西部志愿
者碰到的问题，也是现在大学
生共同面对的问题，为了帮助
服务期满的大学生就业，团中
央也把西部纳入青年总体就业
服务范围之内。”据介绍，西部
计划的就业服务内容包括提供
就业推介会服务，与地方沟通提
供就业机会，要求高校将他们纳
入应届毕业生派遣工作等。

满怀憧憬而来

实现梦想而去

每年的三四月份，志愿者
们都要面临一个问题：继续留
下还是离开？杜仁梅选择留下。
18名小伙伴里，与她一样选择
留下的有3个人。

“选择留下还是离开并不
是现在才做的决定，我们来之
前，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个问
题。”宋文萍还是按原计划回到
了老家山东，“该走该留，要看
你抱着什么样的心态。我当初
来，就是为了实现自己支教的
梦想。如果一年做完了这些事，
也没有留在这里的理由了。”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现在，宋文萍在威海一家韩
资企业上班。偶尔回忆起一年的
西部生活，心情还是比较激动，

“或许去西部的志愿者大都是
理想主义者，大家满怀憧憬而
来，到实地以后才发现可以改
变的东西很少。”

2011年，她在新疆阿克苏
温宿县一所维吾尔族小学，担
任一年级的数学教师。从一开
始沟通都有困难，到最后与小
朋友们依依惜别，她完成了自
己的愿望，但也发现，她并未改
变太多东西。

更多志愿者则是陷在留下
还是离开的两难选择中。离开，
意味着要回到竞争激烈的东部
省份，跟成千上万人“厮杀”。“回
去后还要面临一个问题，大学同
学已经工作了一年，我们则要从
头开始，实际上差距已经存在
了。”杜仁梅说。如果留下，面对
的是更多的机会和压力相对较
小的环境。

让志愿者舍不得离开的另
一个重要因素，则是他们对西
部深厚的感情。志愿者许晓艳
至今还记得一个名叫古丽的小
女孩带给她的感动。“她是我成
立网罗阳光爱心组织后救助的
第一个孩子，父母身体都不好，
还有一个智障的哥哥，家庭非

常困难。”
有一天下午，古丽突然来到

她的宿舍，打开一个旧的看不清
颜色的布包，告诉许晓艳，他们
家里杀了一只鸡，古丽妈妈先挑
出了两份，一份送给许晓艳，另
一份给古丽拿着上学。“那是孩
子准备吃上一个星期的菜。”许
晓艳当时就哭了，古丽走后，许
晓艳一边哭一边吃，“我从没吃
过那么好吃，又那么让自己难以
下咽的食物。”

走近了

人生也改变了

也有志愿者看到了西部大
开发大建设的前景，选择留在西
部。“扎根西部同样可以实现梦
想。”王振学说，2005年，他报名
参加西部计划，从一名稚嫩的
大学生，成长为一个产业园区
的管理者，“如果没有西部计
划，就没有现在的我。”

“假如我回到家乡，可能跟
大多数人一样，连套房子都买不
到，靠努力达到自己设想目标的
概率很小。在新疆，只要肯努
力，就会有更多发展的机会。”
王振学说。8年间，他见证了西
部的跨越式发展，“刚来的时
候，县城只有两条路”，如今，新
开工和正在建设的工地不下10
处，到处都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里真的是充满希望的
地方，你能清晰地感受到它的
变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也充满
斗志。”他说，因为近距离接触
到西部，为这股压制不住的勃
勃生气而感动，最终自己的人
生轨迹也被改变。

有人愿意走，有人愿意留，
如此生生不息地循环更替。然
而，目前看来，由于体制机制以
及政策贯彻落实的问题，志愿者
即使要扎根西部，仍要面临重重
挑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志愿者
工作部部长帕提曼·阿布力肯
说，目前，志愿者留疆的途径比
较单一，大部分是走考取公务员
和事业单位这条道路，“我们也
在积极地争取，让更多的企业参
与进来，留住更多的志愿者，但
显然，比起东部，新疆的企业还
是吸引力要差一点。”

2013年10月10日，对曾经
是西部志愿者的任丽红来说，
是个令人伤心的日子。这一天，
她考新疆公务员以失败告终，
这是她从志愿者岗位离开后第
二次尝试。

“回到山东后才发现，自己
真的与新疆割舍不断。我像祥林
嫂似的，跟每一个遇见的人提
起我在新疆结识的人，我在新
疆发生的事。到最后，每一个见
过我的人都知道，我从新疆归
来，我去过新疆。”任丽红说，

“可想要再次回去却又困难重
重。我错过了留在那里的最好
机会，但我不想再错过第二次。
我希望再次回到那个边陲小城，
继续做我的梦。”

(文中部分当事人为化名)

“株连式拆迁”和“悬浮照”再
现是本周网络舆情的高潮，也是
整个互联网舆情趋势的缩影。从
舆论热度看，“安徽宁国承认领导
视察照系PS”相关话题位居今日
舆情热点排行本周第一位，已有
至少170万网友参与讨论和超过50

万条评论。同样在批评公权力滥
用的舆论监督类舆情热点中，“长
沙教师被调拆迁办动员婆婆拆
迁”的相关话题也成为网络舆论
关注的焦点，超过93家媒体的转载
和评论反映了城镇化建设中新型

“强拆”带来的民众心理悸动。
公权力被滥用再一次成为国内

舆论关注的焦点，公权力的滥用使
得民众面对公权力的阴影日趋孱
弱，如果上个月批评的“办证难”是
权力的傲慢，那么“悬浮照”更凸显
官员缺乏起码的“畏民”思维。现今
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官比民大”、“官
贵民贱”的思维习惯，所以才有了

“株连式拆迁”，才有了常识都能看
破的“悬浮照”事件。在社会管理中，
唯有敬畏民意、尊重民情，才能打造
等比例的官民关系，才有真正美好
的中国。

“株连式拆迁”是一种

变相强拆

10月27日，长沙小学教师谭双
喜把自己的工作调动通知发到了
微博上。按照这份长沙天心区教

育 局 组 织 人
事科的通知，
这 位 小 学 高
级 教 师 要 在
下 周 一 到 拆
迁 指 挥 部 报
到，任务是劝

“ 钉 子 户 ”婆
婆搬迁。无独
有 偶 ，早 在
2 0 1 0 年 四 川
会 理 的 拆 迁
中 就 有 公 职

人员因亲属不签字而遭到停职。
《人民日报》就此评论认为，“株连
式拆迁”是通过绑架亲情的丑陋
方式逼人就范，属于变相强拆，既
缺德下作，又目无法纪，已成触发
众怒的恶权毒瘤。2010年5月，国办
就曾下发紧急通知，采取“株连式
拆迁”或突击拆迁违法强拆的有
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将被追究责
任。比《人民日报》评论“无德”更
为严苛的是《海南日报》，评论认
为“株连式拆迁”是权力放纵，再
正当的征地拆迁行为，都不能突
破法律的尺子、制度的笼子。评论
直言“用一种上不了台面的方式
做群众工作，最终只会让自己下
不来台”。

舆情危机应对能力

难掩官德缺失

上周，安徽宁国市民政局网站
一张领导视察的照片引发舆论关
注。宁国市委宣传部有关负责人回
应称“悬浮照”确系PS，“因为当时
工作人员拍摄角度的问题，无法将
所有领导都拍进一张照片里，所以
后来将两张照片合成了一张”。

如果仅从网络舆情应对的角度
分析，可以看到该事件在危机应对
和舆情处置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比如，连夜加V认证的“宁国发布”，
措辞得当的《关于“宁国市慰问百岁
老人照片疑似PS”网帖有关情况的
说明》，都是在肯定面对此危机中地
方政府的危机应对能力。但舆情危
机应对能力的提升难掩官德的缺
失，正如危机应对能力也并不能和
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止损划等号。“人
民网”【法人微博】盘点这些年新闻
里出现的PS照片，高达一万次的微
博转发再一次把政府部门堂而皇之
的八次“悬浮照”事件推到了舆论的
前台。“新华视点”【子夜微评】认为，
高大悬浮的领导与渺小的老人对比
强烈，将这种拙劣照片发出来，反映
了一些干部对干群关系的扭曲认
识，骨子里看不起甚至蔑视群众。

(作者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
任分析师)

“新知青”十年———

你你为为什什么么一一路路向向西西
舆情

庞胡瑞

被悬浮的
畏民思维

他们被冠以“新知
青”的称谓，与上世纪60
年代末“上山下乡”的“老
知青”相比。

十年前，国家一纸号
令，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项目启动，无数青年
学子在理想主义的旗帜
挥舞下，刚走出校门，就
涌向充满希望的西部。他
们是自愿选择的一代人，
十年间，这里发生了太多
故事，对许多人来说，这
注定是一个充满理想、希
望，同时又掺杂着现实、
权衡的选择。为什么来？
又为什么走？每一位志愿
者，心中都有这样的问题
和答案。

10年来，超过14万名青年志愿者参加西部计划。（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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