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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高原情，漫漫援藏路。
在亚东县工作的两年多来，王玉
双组织过多次村干部培训活
动。从培训文案到培训活动的
具体执行都由她一手操办。也
因此，同事们给她起了一个“培
训专业户”的雅号。

每次的培训课需要特别琢磨

的就是课程安排。西藏地广人稀，
组织村干部来县里培训一次不容
易，如何让他们学有所获？如何让
村干部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村里
工作？数个夜晚，王玉双搜集各
类资料，选出和村里工作紧密相
关内容，如脱贫攻坚工作、常用法
律法规、合作医疗报销流程、种养
殖技术等。再结合具体的脱贫攻
坚的典型案例，总结出可复制的
产业链或者经济发展模式。

“干货”有了，谁来授业解
惑？考虑到村干部自身的文化
程度，授课方式也与干部培训有
所不同。“选择的授课老师必须
是懂藏语、熟悉基层工作，能讲
群众语言的。”王玉双还准备了
一个专门的笔记本，每次培训结

束后她基本都会让参训村干部
写一个简单的总结，谈谈收获、
体会还有意见。大部分人会用
藏语写，王玉双看不懂，就会请
藏族同事帮忙翻译。但凡是和
培训相关的建议，她都会拿本子
记下来，下期培训时会参考。

西藏的工作是繁杂的，西藏
的生活则是纯粹的。像王玉双这
样的基层公务员很可能承担上百
项的工作，从各类人员管理，到统
计各类数据，再到解答干部群众
各种问题等。几乎每一天都是挑
战，每一天都是连轴转。不少工
作已在开展，成果正待丰收。每
当王玉双和同事们解决了群众的
生活所需，藏民们总会端上一碗
暖身更暖心的酥油茶。

苍穹之下，高原之上，晚上
八时，西藏上亚东乡仍如白昼。
王玉双正伏案整理编修史志，不
时按按有些泛酸的太阳穴，直到
阶段性完成手中的工作，她才看
到青年报记者申请采访的信息。

视频接通，传来王玉双爽朗
的声音，带着西藏高原雪域般的
清澈，两个小酒窝若隐若现。谈
及当初放弃已经找好的工作，选

择去西藏，工作近三年的她很庆
幸当初的选择。王玉双在上海
海洋大学读大四的时候，已经在
一个物流公司实习数月了。原
本打算毕业论文一写完就入职，
连转正后的工资待遇也已经谈
好，转折出现在一场赴边疆基层
工作的宣讲会。

为什么当时想要去西藏工
作，放弃在上海这座大城市的工

作机会？“听完讲座，我第一反
应就是这里需要我们大学生，我
就来了。”最初，王玉双的选择受
到了父母的反对，父母担心环境
艰苦，舍不得女儿去西藏。“我当
时一直安慰父母，作为党员，应
该冲锋在前，尽自己的力量为国
家做些事。而且，神秘的西藏对
我有莫名的吸引力，年轻时多走
走多看看是件好事。”

西藏对我而言
就是第二故乡

对话
说服家人 放弃签约公司奔赴西藏

自学编导 搭起风沙中的“草台班子”

收获雅称 “培训专业户”背后的努力

海拔4500米以上的村落，扑
面而来的风沙，近40℃的高原蔬
菜棚，这只是王玉双和团队成员
拍摄宣传教育片时的一个缩
影。2018年，王玉双的工作主要
是联合县电视台拍摄三个党员
电视教育片，而这3个电视片也
几乎是县里第一次拍摄的比较
正规的党员电教片。

未曾学过编导专业的王玉双
以及电教片经验不足的县电视台
老师们，就这样在4500多米的高
原搭起“草台班子”。王玉双介绍
道，拍摄方案前后修改了至少有
十几稿。因为缺乏采访者的相关
素材，他们通过实地走访拍摄对

象的同事和家属，挖掘背后更为
详细的故事，并不断加以修改。

拍摄方案有了，搭起的“班
子”拍摄时也难免一波三折。有
时采访对象面对镜头一个字都
说不出，这可急坏了王玉双，忙
着安慰采访对象。有时，西藏光
线太强，再加上拍摄经验不足，
画面曝光过度，只能重新补拍。
随着拍摄经验增多，没有编导经
验的王玉双也学会了如何选取
画面、如何让拍摄对象放松情
绪。

虽然拍摄环境艰苦，但想着
宣教片也能为当地经济发展提
供帮助，王玉双感到这些都值

得。拍摄《美村三十六计》时，王
玉双和团队成员来到海拔4500
多米的堆纳乡多庆村拍摄，内容
主要围绕如何通过发展当地高原
蔬菜产业，带动群众脱贫致富。

“那天我和摄影老师差点中
暑。”阳光晒得皮肤火辣辣的疼，
棚里温度接近40℃，王玉双和摄
影老师们汗水止不住地流。但
是为了拍摄，王玉双和摄像老师
依然在棚里坚持了6个多小时。

最终，由于拍摄的是县里干
部最真实的故事，播出后引起了
大家的共鸣。王玉双的同事告
诉她，不少村民都表示视频里的
故事浅显易懂，收获不少。

她的足迹遍布亚东县
的各个乡，见证了“草台班
子”的逆袭；

她的工作本记录了干部
的建议，收获了“培训专业
户”称号；

她的笑容感染着身边的
同事们，谱写了一曲西藏雪
域梦之歌。

她就是毕业于上海海洋
大学的95后“酒窝女孩”王玉
双，放弃了留在上海的工作
机会，选择去西藏工作。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泳均

青年报：去西藏工作会

想家吗？

王玉双：刚到上亚东乡
的时候，结束一天的工作后
晚上会想家。随着工作增
多，并且每天做的事情都很
有意义，就逐渐适应了。近
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克
拉玛依大学毕业生的来信，
更是深受鼓舞。

我们这批直接到亚东县
工作的小伙伴中，有3对情
侣已经结婚了。我们平时也
经常聚，彼此关系也很好，遇
到事情也会互相帮忙。所以
如果学弟学妹们来，肯定不
会觉得孤单，欢迎大家加入
我们的大家庭。

青年报：就你所在的西

藏亚东县城而言，实际生活

条件是怎样的？

王玉双：现在对我而
言，西藏就是第二故乡。相
对于上海，西藏确实要落后
很多，我所在的亚东县城，
只有短短的两条街，比大多
数人家乡的镇还要小。但
是有网络，也吃米饭、面条，
顿顿有菜有肉。住房基本
上是一人一套，网购也比较
方便，还有知名电商可以99
元包邮。

王玉双在亚东县康布乡上康布村收集垃圾。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和帮扶对象（右）沟通。

4500米高原搭起“草台班子”
95后女孩客串“编导”，谱写一曲西藏雪域梦之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