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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前进的道路从不会一帆风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需要一代一代青年矢志奋斗。同学们生逢其时、肩负重任。希
望全国广大高校毕业生志存高远、脚踏实地，不畏艰难险阻，勇担
时代使命，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中，为党、为祖
国、为人民多作贡献。

回信时间：2020年7月7日

收信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的毕业生们

漫漫黄沙、茫茫戈壁之间，散
落着一株株不起眼的梭梭树，它们
直面风霜雨雪，连成一片绿洲。

西北边陲、广袤油田之中，驻
守着一个个不知名的年轻人，他们
贡献智慧力量，响应国之所需。

这里是新疆克拉玛依，一座油
田上建起来的城市。2015 年 10
月，教育部批复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建设克拉玛依校区，次年起校
区面向全国招生。2020年，118名
选择留在新疆基层的首届毕业生给
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大学4
年间学习和思想上的收获，表达了
扎根西部、建设边疆的坚强决心。

2020年7月7日，习近平总书
记给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
校区的毕业生们回信，肯定他们到
边疆基层工作的选择，对广大高校
毕业生提出殷切期望。

牢记嘱托、不负使命，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以“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的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
扎根西部、投身石油石化行业、服
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远大志向，全力
培养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西部建
设者。

坚守：接力扎根基层

“那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那么
认真地看新闻，脑子完全蒙了，有
点不敢相信，感受到了我们这代人
被寄予厚望的激励。”

时隔3年，回想起2020年7月
8日傍晚和父母一起坐在沙发上观
看《新闻联播》播送习近平总书记
回信的消息，中国石油大学 （北
京）克拉玛依校区2020届毕业生何
柏言的激动之情仍难自抑。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后，二
十出头的何柏言曾多次接受媒体采
访。镁光灯背后，在油田度过的这
3年，他的生活又是怎样的？

从克拉玛依校区出发，驱车一
个小时，沿途风景从茂密植被转为
无垠戈壁。抵达百口泉采油厂区，
记者在这里见到了正在工作的何柏
言。曾经的“冷白皮”已被晒得
黝黑，他头戴白色安全帽，身穿长
袖长裤的红色工装，脚踩一双劳保
鞋，这种特别定制的鞋内都附有钢
板，以防脚部被重物砸伤。在近40
摄氏度的烈日炙烤下，汗水从他的
两鬓流下。

“这几天还算克拉玛依盛夏比较
凉快的天气。”何柏言告诉记者，在
油田工作，时常要面对严寒酷暑的
考验，夏季温度超过40摄氏度，冬
季则低于零下20摄氏度，“但我们
的工作环境要比老一辈年轻时优渥
得多”。

如今，油田基本实现智能化管
理，减少了人力在户外工作的时间；
工作站里设施一应俱全，冬暖夏凉，
班车每日接送通勤，不再需要长年累
月驻守在戈壁深处……

“前辈们给我们创造了很好的条
件，我们在物质上没什么欠缺，遇
到的挑战更多还是和自己作斗争。”
何柏言所说的“斗争”，来源于他对
自己内心的追问，“怎样才能践行好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嘱托？怎样

把工作做精做透？我能给新疆、给
油田带来什么？”

从一线作业区到研究所，从熟
悉现场到协调统筹，何柏言对油田
工作逐渐驾轻就熟。2021年底，他
和同事们一起，建成新疆油田首个

“百人百万吨”采油智能化发展示范
区。“当时确实挺骄傲。”何柏言
说，“作为中石大学子，作为石油行
业的从事者，我们希望能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去捍卫国家的能源安全。”

6月，当大批游客涌入克拉玛
依饱览魔鬼城的风光，何柏言的学
弟学妹们则从这里出发，如同梭梭
树的种子一样，撒向基层边疆，生
长出助力新疆发展的绿洲——

“留在这里工作首先是因为习近平
总书记在回信中勉励我们‘勇担时代
使命’，我觉得扎根西部、建设西部，
到基层工作，就是我们的使命。”
2023届毕业生陶振德即将前往天津
接受为期一个月的岗前培训，之后，
他将回到新疆，进入中国石油渤海钻

探塔里木分公司工作；
“大四快毕业时，我发现我非常

留恋克拉玛依。前段时间我们去了
克拉玛依博物馆，看到了当年的石
油工人怎么用骆驼拉水，他们穿过
的衣服、写下的日记，都非常触动
我。”为了这份留恋，今年毕业的甘
肃姑娘孙乾琳选择留在克拉玛依，
成为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分公司的一
分子；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浙江大学的
一对博士夫妻在新疆从事地质勘探
工作，我印象特别深刻。爸妈也很
支持我留在克拉玛依。”与孙乾琳同
班的吕石晓也进入了新疆油田分公
司，入职前，他计划自驾前往伊
犁，感受新疆之大美……

截至2023年6月9日，中国石
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4届
毕业生共2894人，其中2483人已
落实就业去向。签约就业学生中，
超六成在石油石化领域就业，过半
数在新疆就业，在新疆就业的学生

中，超八成为疆外生源。

托举：合力就业育人

如果说建设之初的校区像戈壁
上刚刚栽下的胡杨一样，正在努力
生根发芽，那么，习近平总书记的
回信，则让这所新生的高校在大西
北站稳了脚跟。

“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
对我们学校毕业生的厚望，也是对
西部高等教育的关怀。教育部、自
治区和克拉玛依市各级领导都给予
校区发展以极大的支持帮助，让校
区的学生们能够得到最好的教育资
源。”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副校长
刘坚表示。

教育之立，首在教师。自克拉
玛依校区建设以来，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 本部累计向校区派遣128
人。援疆干部、援建教师、银龄教
师、学科带头人等 268 人来到校
区，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克拉玛依安
家落户，与校区共成长。

在克拉玛依校区办公楼，记者
遇见了行色匆匆的学生工作与安全
保卫部主任林强。2016年，他从本
部调至校区，妻儿也随其迁至克拉
玛依。

“学校里面有很多援疆的教师，
他们都是从北京、上海这些内地城
市来的，在克拉玛依一待就是几
年。我作为新疆本地人，更应该担
负起这个责任。”吕石晓来自距离克
拉玛依200公里左右的石河子市，
身边教师们的言传身教对于他的职
业选择有着很大影响。

林强介绍，为了更好地激励毕
业生留在西部建功立业，校区在就
业育人方面统筹兼顾“育德”与

“育才”，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
精神为引领，创设回信展览、舞台
剧、足迹寻访等形式，坚定学生使
命担当的信念，同时通过聘请353
名企业专家、邀请知名校友返校交
流、开展职业体验行活动等，增强
学生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

“我们的学生超过三分之一的时
间都是在油田、在野外、在实习现
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
校区石油学院院长谢庆宾介绍，克拉
玛依校区石油学院学生在大学4年
需要依次完成普通地质实习、综合地
质实习、油矿地质实习和毕业设计，
实现实践教学4年“不断线”。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工
程学院副院长王敬表示，学校会在

“石油精神、铁人精神”的指引下，
逐步培养并塑造学生“学石油、爱
石油、献身石油”的情怀和理想；
会通过发生在西部边疆的典型案
例，使学生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中，树立志
愿扎根基层、建设边疆、发展边疆
的远大抱负。

“经过4年的学习后，知道了新
疆并不像他们想象中那样艰苦，而
且新疆特别需要人才，大部分企业
都能提供很好的待遇，发展的平台
很宽阔。他们留在这里不仅仅是因
为有一腔报国热情，也是因为在这
里个人成长得更快。”刘坚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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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工学院组织师生赴克拉玛依石
化公司开展实习。

②国家级教学名师朱筱敏与克拉玛依校区学生进行野外地质实习。
学校供图

本报综合消息 “不久前去世的微电子所研
究员黄令仪老师，为了尽快解决国家芯片‘卡脖
子’问题，年近八十，依然坚守在‘龙芯’研发
中心。她说：‘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匍匐在
地，擦干祖国身上的耻辱。’”在7月1日举行
的中国科学院大学2023年度毕业典礼暨学位授
予仪式上，中国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周琪
在致辞时哽咽了。

周琪寄语毕业生，要以老一辈优秀科学家为
榜样，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
题中凝练科学问题；肩负着使命和责任，奔赴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

近日，全国各地高校迎来毕业季。毕业典
礼、纪念礼盒、星空投影……上千所高校精心策
划各项活动，以此向学子表达依依惜别之情，祝
福毕业生在未来鹏程万里。

毕业典礼共赴青春盛宴

在人生的重要时刻，各校为学生准备的毕业
典礼拉开帷幕。今年，多校首次邀请往届“云”
毕业生与2023届毕业生共同参加毕业典礼。南
京大学30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与200多名往届毕
业生，共同参加拨穗仪式。“仪式感很重要，接
受完本科毕业典礼的拨穗，才感觉学生生涯正式
结束了。”南京大学往届毕业生闵瑞瑜说。

伴随着一场大雨，“最短毕业致辞”刷屏朋友
圈。近日，西南政法大学在举办毕业典礼时突降大
雨，为照顾学生，校长付子堂毕业致辞只念了标
题，原本准备的3500字讲稿内容浓缩成一句“知
行合一致良知，德法兼修事上练”。学生们报以掌
声和欢呼声，表示真切感受到了被看到、被尊重的
可贵价值，校长温暖之举将化作他们今后关心他人、善待他人的力量。

一场“以朋友之名送别”的毕业典礼，让新疆农业大学毕业生流下了依依
不舍的眼泪。“少年转身挥手出发，肩上有日光倾洒，做勇敢的大人吧……”当
大屏幕上播放新疆农业大学版《做勇敢的大人》短片时，一幕幕共同生活
学习的场景勾起了毕业生们共同的回忆，全场毕业生一边跟唱主题曲，一
边偷偷地擦着眼泪。

在北京科技大学2023届学生毕业典礼上，学校特别设计毕业歌会，播放
毕业纪念短片《保持热爱 奔赴山海》，带领毕业生追忆青葱岁月。离别之际，
北科大学生还为教师颁发奖项，感恩4年来教师的辛勤栽培。校长杨仁树寄
语：“愿学生今后笑对人生百态，活出精彩自己。”

山西农业大学举办“致青春 敬芳华”毕业生草坪音乐会，以毕业生为
主的演出分为青春奋斗、大学时光、逐梦前行3个篇章，用音乐致敬最美的
大学时光。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旅游学院为毕业生准备“学富五车——
诗词抢答”“矢志不渝——投壶竞技”“乘风破浪——手作龙舟”等系列活
动，与毕业生共赴一场珍贵的青春盛宴。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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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国人民大学 2023 年毕业典礼
结束后，毕业生拍照留念。

新华社记者 任超 摄

本报成都 7 月 2 日讯 （记者
倪秀）今天，历时20多天，先后经
过北京、哈尔滨等地传递后，成都
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火炬

“蓉火”回到“天府之国”成都，正
式开启成都市内的火炬传递。

上午9时，成都第31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火炬传递成都站
（首日）起跑仪式正式开始。首棒
火炬手为中国跳水名将吴敏霞，她
把火炬传递给中国民航“英雄机
长”刘传健，第三棒火炬手则是来
自四川大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石
碧。火炬在四川大学传递后，首日
还先后传递至成都体育学院和成都
职业技术学院。在四川大学，“蓉
火”途经弘毅路、文华大道、张澜
路、听荷北路等，最终抵达文理图
书馆前广场，全程约2.5公里；随
后“蓉火”来到成都体育学院开展

传递，全程约2公里；最后，“蓉
火”在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再传递约
2公里后，举行收火仪式，迎回火
种。

当日，成都大运会火炬在四川
大学（望江校区）、成都体育学院、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传递，每所高校
各有31棒火炬手，他们来自体育、
民航、教育、科技等领域。他们
中，既有享誉世界的中国跳水名
将、奥运冠军，也有为国家作出突
出贡献的科学家、大国工匠，同时
也不乏优秀的大学生代表，甚至还
有成都大运会开幕式总导演。

据悉，成都大运会火炬传递将
从7月2日持续到7月26日，每隔5
天传递一次，覆盖了在蓉20所高
校，直到最后一棒传递到第31届世
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的核心场馆东
安湖体育公园。

成都大运会火炬开启蓉城传递

围绕开放大战略培育小语种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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