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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刘菲

本报讯 随着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的胜利闭幕，浙江青年满
怀激情与梦想，立志在以“八八战略”为指引的征途上，秉承党
代会精神，展现青春风貌、绽放青春梦想、谱写青春乐章。日
前，由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共青团浙江省委员会、浙江省教
育厅指导，浙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浙江在线新闻网站、钱江
晚报共同承办的第七届“最美浙江人——2017青春领袖”评选
活动正式启动，浙江青年将再次集结，踏上“新征程”、演绎“好
青春”。

作为浙江日报报业集团的品牌活动，“最美浙江人——青
春领袖”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六届，寻找与挖掘了一大批浙江
各地、各行业的优秀青年和群体。他们中有传递大爱的公益
使者、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演绎人生的文化传承者、专注环
境治理的环保卫士、朝着目标坚持不懈的梦想创业者，他们有
着一个共同的称号“最美浙江人——青春领袖”，他们展现了
浙江青年的青春风貌，诠释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
代浙江人的共同价值观。

本届评选活动以“新征程·好青春”为主题。寻找在贯彻
落实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精神、续写“八八战略”新征程中涌现
出的优秀青年个人和群体，树立浙江青年干在实处、走在前
列、勇立潮头的昂扬形象，激励和感召广大青年积极投身“两

个高水平”建设，为谱写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浙江新
篇章贡献青春正力量。

近几年在浙报集团媒体融合的进程中，活动成功实践，以
全媒体呈现的方式展现活动的各个阶段，打造了全新互动体
验，实现了良好的传播性，在广大受众尤其是青年网民及读者
中，传播了正能量、讲述了好故事、引导了好方向。

在历届活动中，组委会还走进浙江大学、浙江师范大学、
浙江传媒学院等在浙高校，开展了大学生辩论赛、青春领袖主
题曲征集大赛、创业创富大赛、青春分享会、现场巡回投票、青
春回访新闻行动等周边活动，使大学生们可观可感“青春领
袖”评选活动的青春魅力。

在接下来的4个多月时间里，“最美浙江人——2017青春
领袖”评选活动将经过组织推荐、公众投票、专家定评等阶段，
于12月中旬举行颁奖典礼，揭晓10位年度“青春领袖”与10位
提名奖获得者。

踏上新征程 昂扬好青春
“最美浙江人——2017青春领袖”评选启动

清查不健康书籍
通讯员 何均芬 摄

开学在即，昨天，台州市公安局椒江分局民警对辖区学校周
边的书刊店进行了排查整治，防止各类不健康书籍流入校园。

郑文兵和同学们一起慰问孤寡老人郑文兵和同学们一起慰问孤寡老人

郑文兵和他的新疆学生们郑文兵和他的新疆学生们

我的学校
“晚上睡觉的时候关着窗，第二天醒来，嘴里耳朵里都是

沙。”
——《援疆日志——我的学校》

2005 年，郑文兵曾申请援疆，但最后因身体原因未能成
行。2006年12月，浙江省第五批援疆人才轮换接替人员选拔
开始，他又去报了名。体检合格后，郑文兵成为温岭市的第一
位援疆教师，前往和田地区民丰县第二中学支教。

“2007年3月8日一早飞乌鲁木齐，然后转机到和田，从和
田到民丰县还有300多公里，车坐了3个多小时，一路上都是戈
壁与荒漠，基本看不到绿色。”郑文兵回忆，当他和另外一位援
疆老师到达民丰二中时，已经是3月10日下午。那天是星期
六，校方还特地把学校师生从家里叫过来和郑文兵见面。然
后，郑文兵便被带着去参观学校。

“虽然心里早已有所准备，但看到眼前的情景时，我还是很
震惊。”出现在郑文兵眼前的，是一块坑坑洼洼的空地，算是操
场，旁边仅有的一排平房便是教学区，还是上世纪60年代的老
房子，教室里满是尘土，办公桌椅破旧不堪，唯一有点现代化气
息的语音室和多媒体教室也盖着一层沙尘。

学校书记塔依尔告诉郑文兵，学校共有45名教师，缺编数
在18人以上，老师们都是超负荷工作。郑文兵问，能找到代课
老师吗？书记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说：“谁愿意到民丰来呢？到
3月底4月初的时候，风沙还要大，10米以外看不着人。况且，
代课老师的工资是要学校自己解决的，你看我们学校这个样子
怎么解决得了呢？”当时，郑文兵就下定决心，要干点力所能及
的事。

去荒漠种树
“5天喝凉水、吃冷馕、住荒漠的情景让我的心震动，那是直

抵心灵最深处的感动。‘什么叫干部、什么叫奉献、什么是艰苦
奋斗’，在这里都有了更深的诠释。”

——《援疆日志——去荒漠种树》

民丰县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部边缘，昆仑山和天山分
列南北两侧，高峻的山峰阻挡了来自北部的冷空气和来自南部
的暖湿气流的汇合，导致这里气候非常干旱，全年浮尘天气在
220天以上。植树造林，便成为民丰地区改善生存条件、提高人
民生活水平的一项最基础最有效的工作，每年3月份，都是全
县动员、全员参与。

2007 年3月21日，郑文兵跟塔依尔一起乘车前往工地种
树。“工地很大，一望无边，周围全是无垠的荒漠，满眼的沙黄色，
无一草一木……”他们到达工地时，那里已经有许多人在挥舞锄
头了。不到5分钟，郑文兵的嘴里、耳朵里、鼻孔里、衣服上就全
是沙子。风大的时候，眼睛都不敢睁开。荒漠中的太阳火辣辣
的，没有可以遮阳避风的地方，晒得、吹得人有些恍惚。塔依尔
说，他已经在这里干了9天了。

因为3月23日县里就要检查验收，学校的种树任务还有一
半没有完成，塔依尔和郑文兵商量着，让初二的学生和老师都
来植树。“我刚开始还担心学生不愿意来。没想到，电话打过
去，所有的同学都来了。”郑文兵说，大风中，同学们一锹锹地铲
着土，毫无怨言。“孩子们说，多种点树就少点风沙，这样的活他
们愿意干。”看着大伙儿风尘仆仆的样子，郑文兵对援疆有了更
深的理解，也爱上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

慰问孤寡老人
“几个小学生争先恐后地搂着年纪最大的老爷爷拍照。当

孩子们和老人家握手告别时，老人的眼中有盈盈泪光。”
——《援疆日志——慰问孤寡老人》

每年的5月，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民族团结教育月”，
学校里的几个班主任便筹划去民丰县敬老院搞慰问活动，还决
定由郑文兵带队参加。2007年5月17日下午，150多名学生分

乘4辆车，带上大家自发捐款买的米、面、油和水果，奔向县敬
老院。

民丰县敬老院位于县城郊区的若克雅乡，里面居住着9位
残疾老人，大部分都70多岁了，年纪最大的一位已90高龄。这
些老人大多没有了妻儿，虽说生活上有县里照顾，但却十分孤
独。对于郑文兵和孩子们的到来，老人们个个都很激动。“我们
将带来的慰问品送上，同学们把随身带着的糖果送到老人们的
手里和嘴里，老人们笑得合不拢嘴。”现在想起那一幕，郑文兵
还是会笑。

同学们为老人们精心准备了 10 多个节目，从合唱、独唱
到合奏、舞蹈，由于9位老人都是维吾尔族，听不懂汉语，主持
的同学就先说汉语，再由另一个同学翻译成维吾尔语。老人
们在台下细细地听，每个节目结束后他们便用干瘦的手使劲
鼓掌。演出结束后，同学们争相和老人们合影，分别时，老人
们流泪了。

援疆教师郑文兵：

“我想念那里的一切，包括风沙的味道”

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我们的援疆老照片征集活动就要结
束了。在此我们再次发出呼吁，如果您手上还有近20年来援
疆期间的老照片，请将照片和简洁的文字说明发送到邮箱zjzf-
syxh@126.com ，并以“作者姓名+手机号码”的方式为您的文件
命名，也可以电话联系0571-87054423，联系人：小郁。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实习生 胡宗昊 通讯员 孙保胜

“不来援疆，就不会收获意外的惊喜；不来援疆，就不会感受
到生活中的诗意；不来援疆，就不会发现祖国的神奇；不来援疆，
就不会感悟淳朴的涵义……”2008年5月，在援疆生活即将结束
时，浙江省第五批援疆人才郑文兵写下了一篇名为《纯粹人生》的
文章，作为自己所写的《援疆日志》的最终篇。这些年来，他常常
翻看《援疆日志》，在和田的点点滴滴萦绕在他心头挥之不去。带
着对新疆的思念，今年，他义无反顾地成为我省第九批援疆人才，
前往第一师阿拉尔职业技术学校支教。时隔10年后，他的《援疆
日志》又将迎来新篇章。

“我想念那里的一切，包括那里风沙的味道。”近日，郑文兵和
我们分享了他的援疆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