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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3年以来，昌吉州先后迎来
3100 余名从祖国大江南北来昌志愿
服务的西部计划志愿者，他们服务基
层、学以致用，以实干为青春画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

“扎根西部，做人民的勤务员”

在面临人生重要抉择的时刻，有
一群怀揣梦想的大学毕业生在毕业季
作出了同样的选择——奔赴祖国西部
边疆、扎根边疆。

2003 年是共青团中央实施大学
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以下简称：西部
计划）的第一年，吴文昌作为首批西部
计划志愿者之一，服务于奇台县人民
医院。“当时心里只有一个信念，我也
要成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建设者。”
吴文昌说。

服务期间，吴文昌一直从事临床
医疗工作，他白天工作，夜晚挑灯读
书，认真研究医学病历，充实自己的知
识储备。服务期满后，他主动留在奇
台，这一留就是20年。他坚持医疗服
务质量不放松，全程关注病患者身体
健康状况，多次获县级、自治区级“先
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谈起20年的变化，吴文昌感慨万
千。他说：“我见证了医院职工数量的
增加、医疗水平的提升，同时作为西部
计划的亲历者，也见证了祖国西北20
年间的快速发展。”

看着窗外搬运行李的新一批西部
计划志愿者，栾青胜的思绪被拉回到
2013年7月的一天。“那天的太阳火辣
辣的，我背着行囊快步走进木垒县城
乡规划管理局，见到了影响我人生航
向的好领导、好老师。”栾青胜动容地
说。

入农门、进企业、下社区、上工地、
到田头……在志愿服务期间，栾青胜
硬是把自己变成了“木垒儿子娃娃”，
他积极融入当地群众，聊家常、调矛
盾，在木垒县扎下了根。他和吴文昌
做了一样的选择，选择扎根新疆，在基
层默默耕耘。

“参加西部计划我从未后悔，木垒
给了我施展抱负的舞台，我将继续扎
根边疆、奉献青春，当好人民的‘勤务
员’。”栾青胜说。

“我们和这里有个约定”

“这是我第二次来昌吉，这次真的
不走了。”说起扎根昌吉的原因，罗润
华向记者详细讲述了他与玛纳斯县结
缘的故事，“我还清楚记得 2019 年夏
天初到玛纳斯县的感受，广袤的农田、
葱郁的树木和热情的玛纳斯人，这些
都构成了我对玛纳斯县的第一印象。”

罗润华用“蜕变”和“快乐”概括了
一年的西部计划志愿服务经历，他说：

“这一年我考上了研究生，还收获了宝
贵的工作经历。服务期间最令我难忘
的事便是我和县团委同事们从疆内外
募集到了上千件学习用品，帮助全县
410 名学生实现了‘微心愿’，当时的
兴奋和快乐难以言表。”

因读研离开玛纳斯县两年，罗润
华一直与好友商志刚保持通信，从他
那里了解玛纳斯县的发展变化。2022
年7月，他放弃入职银行，告别父母，
重回玛纳斯县。他了解到玛纳斯县正
实施“百名硕士进凤城”引才计划，毫
不犹豫递交了申请材料，现在在乐土
驿镇人民政府工作。

罗润华称玛纳斯县是“碧玉之
都”，更是承载他乡愁的第二故乡。在
这里，他和妻子范雅琪因西部计划相
识，与好朋友商志刚因西部计划相
知。如今这位来自重庆的年轻人逢人
便讲：“玛纳斯县这两年的变化可多
啦，葡萄酒公园每天晚上人潮涌动，我
们乐土驿镇每个周末都安排有文艺表
演，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大戏。”

4年前，罗润华、范雅琪、商志刚3
位年轻人因同一个梦想不期而遇。4
年后的今天，他们相约扎根玛纳斯县，
在各自岗位上继续拼搏，施展宏图。

“留在家乡，争取多为父老乡亲做
点事情”

“朋友们，今天又来给大家拉甜瓜
啦，瓜的品质相当攒劲。”一手举着手
机，一手托着甜瓜，镜头前拜强熟练地
向抖音粉丝介绍木垒的“黄醉仙”甜瓜。

34岁的拜强是木垒县一家鲜果超
市的老板，2019年，结束2年的西部计
划服务期，他选择留在家乡木垒创业。

时间回到2017年，刚从东北财经
大学工程质量监督与管理专业毕业
的拜强，原本可以留在大城市就业，
但他却毅然报考西部计划，回到家乡
木垒。在服务于木垒县期间，他每天

奔波忙碌在木垒县各大学校、加油
站、煤矿等一些生产经营场所，早出
晚归是常有之事。“正是这两年西部
计划服务经历让我下定决心要扎根
木垒，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做点事情。”
拜强说。

服务期满后，四处寻找工作机会
的拜强注意到木垒县鲜果价格普遍偏
高，父老乡亲想吃新鲜、平价水果较为
困难，他便经营起一家鲜果超市，做起
平价鲜果生意。今年7 月，得知昌吉
市西瓜滞销的消息，拜强积极接洽木
垒县当地水果销售市场，利用抖音短
视频推介昌吉西瓜，帮助昌吉市农户
打通西瓜销路，同时，也让木垒县的消
费者吃上了新鲜平价的西瓜。“木垒是
我的家乡，也是我的根系所在，希望能
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服务木垒父老乡
亲。”拜强笑着说。

今年昌吉州又有13位西部计划志
愿者留下来。他们有的续签志愿服务
期，有的成为人民教师，有的考上公务
员，有的自主创业，他们都在通过自己
的方式，传承志愿精神，书写青春答卷。

山西姑娘雷颖的朋友圈都是昌吉
的人文风景照，她说：“希望通过手中的
相机记录昌吉，让更多朋友走进昌吉，
爱上昌吉。”在雷颖等人的影响下，越来
越多的“山西姑娘”“山东小伙”来到昌
吉，他们传递着手中的“接力棒”，喊出
口号“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与此同时，雷颖还向记者
分享了她最近的好消息，此前她参加的
招考现已被录取，她要扎根新疆了。

“近年来，昌吉州各级团委一直将
西部计划志愿者作为人才引进的重要
方式，联合州人社局、州委组织部等相
关部门协调提供公务员、事业单位、企
业等岗位，并开设离岗前就业创业培
训班，鼓励志愿者自主创业，为志愿者
就业落户昌吉争取优惠政策，尽可能
帮助志愿者在昌吉施展才干。”昌吉州
团委副书记刘国伟说。

截至目前，昌吉州已有 700 多名
西部计划志愿者通过各类招考实现留
疆就业，有226人扎根昌吉，25人走上
副科级以上领导岗位，6 人走上县级
领导岗位，5人被推选为全国“百名扎
根西部基层志愿者”，2人考入国家部
委，1 人受到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接见
并参加座谈发言，西部计划为我州深
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州”战略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本报讯 记者高云哲报道：为进一步推进
法治新疆建设、推进依法行政，9月4日，昌吉州
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了昌吉州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培训。

在昌吉州党委党校，来自各县市交通运输
局的48名执法人员共同学习了《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听取自治区和兵团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
话精神及区、州党委落实意见》。

此次培训为期5天，昌吉州党委党校按照
政策解读、专题辅导、交流研讨等模块精心设置
课程，结合参训学员特点，以经验分享、分组讨
论、情景模拟等方式进行授课，进一步提升昌吉
州交通运输行政执法人员的执法水平。

“全面系统、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培训，就
是为了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的严格规范公正文
明执法，打造一支听党指挥、业务过硬、作风过
硬的执法队伍，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
牢交通执法监管的基础。”昌吉州交通运输综
合行政执法局副局长王涛说。

本报讯 通讯员王多兵、王文君报道：近
日，奇台县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清查登记工作
正式启动。

普查指导员、普查员深入奇台县古城商业
街各商铺开展“地毯式”入户清查登记工作。奇
台县统计普查中心主任杨建武说：“全县共有
86 个普查区，22 个普查小区，全县 302 个普查
员、指导员参与普查工作，目前，清查阶段已正
式开始。”

据了解，第五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对象是从
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
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杨建武介绍说：“开展
全国经济普查，有利于全面把握我国经济‘家
底’，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一次‘全面体
检’，深入了解我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实力，将为
科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扎
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全面的参考依据。”

本报讯 通讯员李夏报道：连日来，吉木萨
尔县泉子街镇组织镇村两级干部开展道路、农
机、防火等安全隐患排查，并为群众送去秋收安
全生产知识，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秋收丰
产、群众平安。

在公圣村村民刘智刚的农田里，村、镇干部
一边儿帮他干农活，一边儿聊家常话安全，用典
型事故案例，讲清无牌无证、超员超载、农机车
违法载人等交通违法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

“收割完的秸秆要科学堆放，远离道路、电
线、火源，不能堆放在房前屋后，不要随意焚烧
秸秆。”泉子街镇借助村民微信群、大喇叭积极
开展秋收期间防火安全、用电安全、农机安全、
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的宣传，切实增强群众安
全生产意识。

此次活动，共向群众发放宣传单 1000 余
份，现场发现并消除安全隐患2处，受教育群众
达2000人。

9月4日，位于奇台县东关街
的“城市驿站”，群众在这里放松
休息。

近年来，奇台县投入资金
100万元，在县城东关街、文化西
路、中心医院、主题公园新改建4
座“城市驿站”，提供免费饮用水
和使用微波炉、应急药品、哺乳室
等便民服务，为环卫工人、外卖骑
手、居民群众提供了一个放松休
息的空间，实现了城市功能与品
质双提升。

本报记者 何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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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青春之我 担时代之责
——昌吉州西部计划志愿者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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