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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与藏民每一天
聊了很多，版面却有限。在报纸

上呈现的是两位志愿用青春服务西

藏的青年，背后却承载了300余上海

西部计划西藏志愿者，代表了无数立

志服务的人群。

在西藏的五天里，我有空便拿出

手机，与西部计划志愿者们聊聊他们的

故事。11位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不

追求物质，不向往安逸的生活，脑子里

只有公益，只有志愿心，一心一意地服

务在西藏。他们没想过未来怎样，是否

回到上海工作。和西藏改革发展共进

每一步，享受与藏民在一起工作、生活

的每一天，便是他们这一年、两年，甚至

永久工作在这里最淳朴的目的。

记得夏焜在采访结束时说：“以西

部计划这个机遇来到西藏，会有很大

的理想主义因素。从我而言，即使旁

人觉得假，我也要说我们真的没有考

虑过将来的事。我希望留在这片土

地，但家人的压力太大；我希望有所

图，但我自己的理想对这种现实主义

摒弃，所以我现在并无所想。”

也许将来有一天，当他们回到上海，

站在318国道起点处，定会想念4966公

里外，曾志愿服务过的大美西藏。

离开校园后他们一年又一年无悔服务西藏 当地工作人员称

上海来的90后志愿者个个靠谱
2015 年，正值西藏自

治区成立50周年，青年报
特派记者日前跟随团市委、
青联公益团，自上海出发，
行至4966公里外的西藏日
喀则去看望当地的上海青
年志愿者，了解90后志愿
者的“援藏”生活与他们眼
中的西藏。据了解，2014、
2015两年间，共有77名毕
业于上海高校的毕业生志
愿服务西藏，其中21%为研
究生。据不完全统计，10余
名志愿者最终选择留藏工
作。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袁艳：
虽然很渺小，可我很快乐

“没来西藏之前，看在网上、书上
的西藏很美。”向往到美丽西藏做志
愿者的袁艳，2014年自上海医疗器
械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后，便拒绝了一
家中美合资公司Offer，加入西部计
划上海志愿者团队，来到了4966公
里外的日喀则。

“蓝蓝的天空，牧民放养着牛羊成
群，在草原载歌载舞的。”这是袁艳脚
踏到50岁西藏自治区的第一感受。然
而，从拉萨到所工作服务的日喀则市
人民医院路上时，她心中想象的落差
则体现在了现实中。“房子基本都是土
屋，有些牧民连基本的取暖设备都得
靠国家支持。”经济发展落后的日喀则
市与繁华都市上海的对比，让小袁不
免感到了牧民在生活条件上的落差。

“县里有时候连今年青稞还没
熟，去年的青稞已经没有了。连吃的
都衔接不上。小孩子的衣服脏到看
不出颜色。我们看着都觉得心酸。”
尽管部分藏民物质不足，却她也感受
到了他们真挚的眼神和珍惜生活的
心态。“我们下乡时，牧民们握着我们
的手，嘴里说着‘扎西德勒’，当时感
觉高反都没了。”淳朴乐观，是袁艳形
容藏民最多的话。

在今年志愿服务期里，袁艳亲历
了"4·25"尼泊尔地震。在医院从事器
械管理工作的她，当晚便急切询问医
院领导，“我可不可以去做志愿者？”

然而，她的要求因安全和资历等原因
被婉拒，于是袁艳想到了另一种方
式。“我第一时间联系了我在上海的
母校，希望上海的学生和老师能伸出
援手，帮助当地灾民。学校的团委书
记二话没说，表示一定尽力帮忙。仅
一个月不到，他们就在学校里筹集了
11875元善款。当听说这个好消息
的时候，小袁正在北郊灾民安置点做
名小小的志愿者。”很高兴，我终于能
为他们做点什么了。

“最开始，我以为过来是一对一
去帮助人的，到这边发现，自己的工
作是通过间接的方式去帮助整个西
藏的发展。虽然我的加入很渺小，可
是我也很快乐。”

2015年6月，她结束了一年的志
愿服务期。然而，她决定志愿续签一
年，再多陪自治区度过一个生日。为
保证日喀则人民医院病人在大庆期
间正常工作，袁艳说放假期间，他们
也不能去太远的地方，要保证电话畅
通“随叫随到”。

对于今后的西藏，袁艳希望它可
以永远像现在般美丽年轻。

夏焜：
赴藏服务，实践当年的入党许诺

“来西藏做志愿者工作是我在大
三入党前写的誓词。”毕业于华东理
工大学的夏焜说：“主要是抱着一颗
回报社会的心，也是想看一下这边，
揭开他在我们心中的神秘感。”他云
淡风轻地讲：“所以毕业之后就放弃

一切过来了。”
夏焜是参与西部计划

大学生志愿者中少有的上海
人。从小生长在上海的他，却异
于其他志愿者，竟毫无高原反应。“可
能和这块土地有缘分。”这一份缘，从
2012年，结交到了现在。续签一年，
再续签一年。一晃，他在日喀则市待
了三个年头。平日他主要在统计局
工作，负责分析日喀则的民生数据收
集和分析。“做民生幸福度调查时，了
解到了藏民在这50年的变化体验。”

他感触最深的，是藏民的受教育程
度提高了很多。“现在几乎西藏全民都
会写藏文。”夏焜解释，“在过去，藏文只
有高社会地位的人才可学习，多数民众
只会说不会写。”在做纸质问卷调查时，
他更切身体会到50年来藏民文化的提
高。除此之外，援藏建设的砖结构房
屋、铺设的柏油马路和修缮一新的水
渠，更是他眼中看到的西藏之变化。

“我还见证了‘拉日铁路’的通
车。”夏焜向青年报记者讲述，在
2012年他到日喀则工作时，从拉萨
机场出来，要在路上颠簸五六个钟头
才能到日喀则市。雨季还要面临着
泥石流危险。冬季道路结冰时则很
难通过。日喀则姑娘尼玛仓说：“以
前没有铁路，我假期结束回到黑龙江
的大学，要一共倒4次车。一路过去
差不多要两天时间。”“去年铁路通车
后，3个小时便可以到达。”夏焜谈到
拉日铁路的通车时，如土生土长的藏
民一般兴奋。

两年间77名毕业生
入藏挥洒青春汗水

据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提

供的数据，自 2003 年团中央实施西

部计划以来，上海市在13年内，共派

遣了 13 批共 300 余名毕业于上海高

校的优秀大学生到西藏基层参加教

育、农业科技、医疗卫生等志愿工作。

2014、2015两年间，共有77名毕

业于上海各大高校的大学毕业生志

愿服务西藏，其中21%为研究生。据

不完全统计，10余名志愿者最终选择

留藏工作。日喀则团市委项目办杨鹏

告诉青年报记者：“上海来的‘90后’志

愿者都很靠谱，不少人留在这里继续

两年甚至三年的志愿者工作。”

按照中央援藏省市对口援藏地市、

非援藏省市统一调配各地市、志愿者专

业尽量专业对口等原则，毕业于上海市

高校的青年志愿者们分配到拉萨、日喀

则市的各个基层条线上班。除了完成

本职工作外，志愿者们还自愿担当着西

藏扶贫助残、生态环保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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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太累了，

坐下来吸口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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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参与“西部计划”到日喀则工作的上海志愿者（左下为袁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