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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宋 莉

“以往在课堂上、书本里讲过无数次的

家国情怀、责任担当，此刻都具象化了。”

在新疆帕米尔高原，当“全国模范退役军

人”龙吉克·卡德尔讲到家族四代人近百年

守边护边的故事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

学院 95后团委书记解栋感叹道。

“这份具象化，便是龙吉克谈及‘守边就

是守家’时眼里的光。”解栋说。

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荣誉辅导员，龙吉克

把这份力量融入他每年的“必修课”中。他每

年要带学生去边境地区走一走，踩在边境线

上，才懂得“什么是祖国，什么是牵挂”。

7月初，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

国边疆”新疆实践团 20 多名师生，在新疆边

境地区开启了一堂“大思政课”。

“我已经守边护边47年”

“在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主人公阿米

尔的原型，就是我的父亲卡德尔。”龙吉克和

实践团的师生们分享道，1949 年 12 月，当五

星红旗插上帕米尔高原，龙吉克的祖父立下

家训：“永远跟着共产党，爱国守边一辈子”。

继祖父成为家中第一代守边人之后，他

的父亲也于 1951 年成为塔吉克族第一位穿

上军装的战士。父亲退役后，毅然选择驻守在

海拔 4700米的高原高寒地带，并选了一块巨

石，将军徽与家训一同刻在上面。

“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就已知道两件事：我

们是中国人；我们放羊的地方就是中国领

土。”龙吉克常提起祖父的教诲。在父辈感召

下，他 1979 年参军入伍，在帕米尔高原和喀

喇昆仑山戍边，一待就是近 30年。

“无论条件多艰苦、环境多恶劣，我们从

未退缩。”2008 年退役时，龙吉克也曾面临

人生抉择，但父辈们的守边精神让他“选择

回到帕米尔”。脱下军装，龙吉克成为一名

义务护边员。

“截至目前，我已经守边护边 47 年。”

龙吉克说。他也在影响着身边的村民，形成

了“一个家庭就是一座哨所，一个村民就是

一名哨兵”的爱国护边氛围。

如今，龙吉克的两个孩子接过爱国守边

的接力棒，成为家族第四代守边人。“每当

家里有升学、参军等重大事情时，我都会把

大家召集起来重温家训。”龙吉克说，这是传承，更是承诺。

“把课堂搬到祖国边境线上”

“当抽象的价值观化为具体的人生故事，那份理想信念才

能真正在青年心中扎根、生长。”解栋的感悟，道出了这场实践

活动的深层意义。他认为，思想教育不应只是单向的“灌输”，

而应是带着学生走到真实的土地上，在亲历中触摸时代脉

搏，在感动中厚植家国情怀。

这份理念，在学生们的实践感悟中得到印证。实践团成

员、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张杪莹告诉记者，这次新疆行

让她对“国土安全”又有了新的理解：“克服高原反应、语

言差异的过程，是对意志的磨炼，更让我读懂了边疆地区在

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战略地位。”

“我们的荣耀来自我们对祖国最纯真的爱，希望为祖国

繁荣发展奉献自己的青春。”还未踏上帕米尔高原，龙吉克

的这句赠言，便已刻进实践团成员、中外政治制度专业博士

研究生高俊杰心中。此次新疆之行，让他案头的“边疆课

题”变得更加厚重，也更有温度。

勉励犹在耳畔，英雄可触可感，精神早已刻入骨髓。

“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的蓝图里，让学术扎根在边疆安

全的需求里，就是我们这代人的使命。”高俊杰说。

“把课堂搬到祖国边境线上。”作为此次实践活动的带队

教师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保建云告诉记

者，一年半的新疆大学对口支援经历，让他思考问题的方式

发生了变化。“看问题时要站在国家战略与边疆安全的维

度，爱国主义情怀在日复一日的亲历中愈发浓厚，为边疆奉

献的决心也愈发坚定。”保建云说，正因如此，他能与学生

们“一次边疆行，一生边疆情”的感触产生共鸣。

这次实践活动，师生们的足迹遍布多个标志性地点：庄严

矗立的红其拉甫国门、民族团结的典范固原巷社区，以及文化

润疆的缩影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该学院青年教师李欢难

忘其中的动人细节：中巴友谊公路背后，那位巴基斯坦老人“终

生守护中国烈士陵园”的承诺；托克扎克镇中心小学推行国家

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书法教育的扎实举措；固原巷社区国学文

化创新发展的鲜活理念……每一处都在诉说着边疆的故事。

当实践团登上海拔 5100米的红其拉甫国门时，师生们都

感慨于眼前的景象：中巴两国货车在中巴友谊公路上往来穿

梭、生机勃勃。大家赞叹：“这不正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成就的生动体现吗？”

这样的实践育人理念早已融入该学院日常教学中。保建

云介绍，自 2023年起，国际关系学院依托中国人民大学“大国

边疆”育人工程，结合学科特色推出“家国行天下”社会实践活

动，目前已带 170余名学生走进新疆、云南等边疆地区，也走

访过山东、江苏等沿海省份。

“要让课堂始终与祖国大地紧密相连！”保建云说。
实习生 戴雨霏 尹 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安 俐 杨 月

在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长湖镇

阿着底村，村党支部书记普春林穿梭在果园

里，忙着采收苹果。阿着底是彝族撒尼语的

汉译，其意思是“美丽富饶的地方”，这里的

苹果“沐浴”着高原纯净的阳光，生长得格外

红润饱满，种植面积超过 1000 亩的苹果树，已

然成为阿着底村的经济“顶梁柱”之一。

彝 族 小 伙 儿 普 春 林 是 返 乡 创 业 青 年 。

2017 年，在县交警大队工作的他辞去工作，

返回生养他的大山深处。彼时的阿着底村，

虽坐拥“阿诗玛故乡”的文化 IP 和优质高原

农产品，苹果、人参果等特产却因缺乏品牌

和渠道“养在深闺人未识”。那时的普春林还

拿不出一套完善的家乡特产营销方案，更多

的是一腔孤勇，他觉得，总得有人先蹚出一

条路。

创业的艰辛远超想象。电商之路初启，

普春林面对的是直播账号“冷启动”的尴

尬，苹果上架后无人问津，他只能硬着头皮

请亲友“捧场”。还有物流环节遇到的棘手困

难：有一次，他辛苦采摘、打包好的十几箱

苹果，因快递公司在转运环节中的疏忽而压

坏了近半，他只能耐心地给客户一一道歉、

退款。村民对他也产生了质疑：“年轻人瞎折

腾，果子烂在路上，能成什么事？”

挫折没有“浇灭”热情，“土办法”里也

有智慧。没有专业团队，他自己扛起摄像

机，化身“苹果王子”。镜头摇晃、光线不足

的山间果园里，他戴着草帽，踩在泥泞的土

地上，用最朴实的语言讲解种植技术：“我知

道拍得不好，但真实最重要。”镜头之外，他

还会带着村民一起练习直播，教村民如何在

网上介绍土特产。他说：“我做得好，大家才

愿意跟着做。”

普春林明白，单打独斗撑不起一个产

业。面对村民对新事物的疑虑和分散经营的

低效，普春林意识到，要想把事真正干下

去、干得稳，就必须建立具有共同收益机制

的模式。“得让村民觉得干这事不是在‘帮

你’，而是在‘帮自己’。”于是，他筹划起村

集体经济发展，一方面鼓励村民把零散的果

园整合进合作社，另一方面尝试将苹果打造

成统一品牌，走“抱团发展”之路。

汗水浇灌出硕果。如今，阿着底村的苹

果年销量超 100 吨，年交易额突破 150 万元。

“石缝里长出”的高原苹果，终于有了响亮的

名号，人参果、辣椒等地方特产也随之远销

北上广。

“石林是阿诗玛的故乡，我想让更多游客

来到这里，感受这种古老而悠久的民族魅

力”，普春林的脚步并未停歇。他敏锐地捕捉

到乡村旅游的发展潜力，将目光投向村民的

房前屋后。最近几年，“庭院经济”受到越来

越多的关注，这种利用村民自有院落及周围

的土地，发展特色种植养殖、乡村旅游等产

业的经济模式，不仅能盘活闲置院落和土地

资源，也可以为无法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

提供家门口的就业机会。

普春林找到了居住在阿着底村的云南大

学退休教授李艾东，一起探讨村庄的发展规

划。“李教授家院子的设计让人眼前一亮，来

到这里，就像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我想，

如果我们村农户的院子都能美起来，再配合

上周围独特的旅游资源，一定能‘出圈’。”

获得李艾东的设计支持，普春林开始给村

民做工作，“只要大家愿意拿出家里闲置房

屋，我们免费给大家作设计改造”。村民们不

理解，自家的房子闲置了这么久，有改造的价

值吗？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普春林带着村民代

表，来到“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矣美堵村参

观学习。“那儿就像小而美的世外桃源，整洁

的水泥路、时尚的布局设计、太阳能路灯贯穿

全村……”矣美堵村的景象让普春林和村民们

羡慕不已。

观摩回来后，普春林带着村民们逐户清理

村内乱堆乱放区域，申请资金为每户筹集 30%
的维修款，对村内的道路、绿化、风貌作了进

一步提升。如今阿着底村通过提升改造，已逐

步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点”，到阿着底村游玩

的人也越来越多。

普春林深知，吸引并留住那些“懂农业、爱

农村、会经营”的青年，才是阿着底村可持续发

展的核心动能。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助力乡村

“活”起来、“兴”起来，让更多“燕子归巢”。

“我们这的旅游痛点还是如何让游客能多停

留，现在我们还在策划苹果节、火把节等各种

节日活动，未来希望形成每周一次小活动、每

月一次大活动的设计，吸引更多年轻游客来打

卡！”普春林充满期待地说。

“苹果王子”助力高原小村“出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牟昊琨 姜文山
实习生 苏紫嫣 刘屹馨

早上 8 点，雄安宣武医院中医科诊室内，

医生刘爽的指腹搭在患者寸关尺处，凝神感受

脉搏的细微起伏。窗外，雄安新区的塔吊正缓

缓转动，阳光洒在新落成的社区医院外墙上，

映出一片勃勃生机。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

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正打造新时代的创新

高地和创业热土，以诸多引才举措吸引年轻人

汇聚于此。

2023 年，刚从首都医科大学毕业的刘爽

站在人生岔路口。一份来自家乡的稳定工作与

雄安新区的引才机遇同时向她“招手”。刚决

定来雄安时，刘爽身边的朋友为她担忧：这座

城市像一张等待落笔的蓝图，发展充满未知。

但刘爽看中的，是这里亟待填补的“中医特色

诊疗空缺”——“能在新建的雄安宣武医院参

与构建中西医协同的诊疗体系，这是传统医学

难得的实践舞台。”她说。

这个选择在两年后有了答案。在一次义诊

活动中，刘爽为近百名居民把脉问诊时，一位

老人攥着她的手说：“以前想挂大医院号，要

坐 3 小时车去北京！”刘爽领悟到：对她来

说，雄安不仅是政策文件中的“未来之城”，

更是一座可以让她用中药解决居民病痛的“临

床前线”。

如今的雄安新区，一座现代化新城正拔

节生长、蓬勃向上，无数像刘爽一样的青年

汇聚于此追梦筑梦。随着城市功能不断完

善，他们不仅找到了干事创业的广阔舞台，

也在宜业宜居的环境中安放生活。“上楼安

居、下楼就业”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雄安新区的发展因青年人才不断涌入而更值

得期待。

青年为何来——梦想起航的
新选择

2023 年，雄安新区推出 《关于打造创新

高地和创业热土聚集新人才的若干措施》（以
下简称“雄才十六条”）。“‘雄才十六条’

的各项支持政策都实打实落在我们手上，这

不仅是物质保障，更给了我们心无旁骛搞研

发的底气。”抚摸着实验室里刚组装完成的智

能医疗设备样机，23岁的蒋玉骅说道。

清华大学自动化系在读博士蒋玉骅，是

雄安安影科技有限公司合伙人兼技术负责

人。在他看来，“雄才十六条”的政策细

则，成为自己和团队选择扎根雄安的“关键

一步”。

“这种‘扶上马再送一程’的政策‘组合

拳’，对初创公司来说如同雪中送炭，让我们

感受到雄安呵护创新火苗的温度。”蒋玉骅说。

中电信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的贾梦

霜，看中的是雄安在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

沿产业的布局与快速推进所带来的机遇和专

业成长空间。事实上，雄安新区作为承载北

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打造全国创新驱动发展

新引擎的战略高地，吸引了不少青年到此干

事创业。

1992 年出生的申伟钦是雄县人，也是北

京眼神科技有限公司测试部负责人。从北京

回到雄安时，他对职业定位有了新认知：“在

北京的工作专注于单一模块的稳定性测试，

如今在雄安，我带领团队直接参与‘城市大

脑’的算法优化——从社区安防人脸识别到

高铁站智能核验系统，技术落地直接服务雄

安新区民生建设。”他坦言，雄安的产业布

局，让技术人才迅速找到了“需求与能力的

精准对接点”。

记者注意到，以“雄才十六条”为主题

的系列“留才”举措，很多都涉及真金白银

的支持。比如，对符合条件的顶尖科学家，

给予 2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科研经费和 300 万

元生活补贴；对高端高新产业领域技术研发

等特殊岗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给予“特

岗特薪”待遇……

青年如何干——在时代沃土
上深耕梦想

建设一座“未来之城”，意味着艰辛与

挑战。

创业者尹超初到雄安新区时，曾经历过

住宿、交通等方面的不便。他的经历并非个

例，但正是这些亲历者的反馈和雄安新区对民

生诉求的高度重视，推动了雄安基础设施建设

日新月异的变化。

申伟钦刚回雄安时，在尚未装修的厂房中

调试设备，他常自嘲是“半野外作业”。毛坯

屋中的电源全部用来供应设备运行，没有应急

电源，他们就用手机照明，在 40 摄氏度的厂

房里完成关键调试……当他们将困难反馈后，

当地相关部门迅速响应，一方面加快推进工业

园区水电管网等“硬支撑”建设，一方面设立

专项扶持资金，为创新企业提供资金支持。

蒋玉骅和团队成员研发脑出血检测仪时，

曾连轴工作 72小时。蒋玉骅拿起第 11版测试

报告，屏幕上跳动的波形仍杂乱如麻——这款

便携式脑出血检测仪的核心天线，始终无法精

准捕捉颅内微波信号。

3 周前，团队带着初代样机去医院测试，

医生指着 CT 片摇头：“血肿边界模糊，和人

工诊断差太远。”

得知蒋玉骅团队的研发困境后，相关部门

积极帮助他们联系国内外顶尖科研机构。在相

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他们的研究取得明显进

展，检测仪误差率从 30%降至 5%。

城市因人才而兴，产业因人才而旺。

为加速创新成果转化，雄安新区已设立雄

安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等多个科技成果转化基

地，其目标明确——为全国科研院所和科学家

前沿领域技术创新试验提供平台，为科研成果

落地开花夯基培土，努力做到引进一个人、带

来一群人、完善一链条、壮大一产业、实现大

发展，这也是雄安新区的“深谋远虑”。

青年如何生活——构筑宜业
宜居的温情家园

人才来了，更得让他们留得住、发展好。

“雄才十六条”提出构建灵活多样的引才机

制、为引进人才提供编制保障、为人才打造宜

业宜居的生活环境、为人才提供精准化服务等

多项举措。

按照“15 分钟生活圈”的规划标准，雄

安新建片区学校开设 55 所；践行“公园城

市”理念，“3 公里进森林， 1 公里进林带，

300米进公园，处处是游园”的生态画卷正逐

渐成为现实。

每天下班后，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产业

服务部工作人员田晶喜欢在公园散步。她告诉

记者：“回家推窗见绿，楼下散步遛弯，再累

的心也会被治愈。”田晶觉得这就是生活的

“小确幸”。

田晶告诉记者，雄安新区提供的应届生租房

补贴，让年轻人的生活少了一些后顾之忧。“高

房价、高租金是身边同龄人逃离大城市的原因之

一，想让大家扎根，就要破解住房难题。雄安推

出的住房补贴政策让刚毕业的年轻人能‘沉下心

扎根’。”田晶说。

蒋玉骅所在的公司也在实现人才引育模式的

升级：从最初靠情怀四处奔波招人，转变为依托

雄安新区提供的优质科研平台和项目资源吸引青

年人才。“在这里，青年人才不仅能实操前沿科技

项目，把难题当课题，还在实践中对雄安有了全新

认知。不少学弟学妹实习结束后表示‘毕业后要扎

根雄安’！”蒋玉骅认为，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力离不

开雄安新区整体营商环境和政策生态的支撑。

如今，贾梦霜带着一家三代迁居到雄安新区。

这里有温馨的家、便利的食堂、“雄安一卡通”的智

慧服务……每天清晨，送儿子上幼儿园、步行

12 分钟抵达工位的从容，正是雄安城市规划设

计中“职住平衡”理念在个体层面的体现。

前几天，尹超在夜市摆摊、卖雄安文创产品

时遇见了大学同学。“我们已经好多年没见过

了，没想到能在雄安相聚，

是这里的引才政策让我们最

终选择在雄安扎根。”

这座承载着国家重大战

略使命的“未来之城”，正

以其独特的时代使命、创新

基因与发展潜力吸引着越来

越多年轻人奔赴而来。

雄安新区: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青春绽放在“未来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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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国边疆”新疆实践团与中国人民大学

荣誉辅导员龙吉克·卡德尔合影留念。 受访者供图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大国边疆”新疆实践团，正在新疆乌

鲁木齐市天山区二道桥街道固原巷社区国学课堂，与社区学生们共上一

堂课。 受访者供图

普春林和村民一起通过直播销售家乡苹果。

受访者供图

北京眼神科技有限公司测试部负责人申伟钦正在检测设备。 受访者供图

雄安宣武医院中医科医生刘爽正在给病人号脉。 受访者供图 中电信数字城市科技有限公司综合部总经理助理贾梦霜正在工作。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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