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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光·到西部教书去》视频文本：

【字幕】

新疆 且末

2000 年，15 名保定学院毕业生，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

号召，从河北保定出发，辗转八千多里，奔赴新疆且末。

2024 年，翟少鹏、张小威、黄小凤等 11 名保定学院毕业

生，又把“到西部教书去”的红旗扛在肩头，穿越黄沙大漠，

来到了“天边小城”且末。

【现场声】且末二中地理老师、2024 届保定学院毕业生

张小威

每次刮风，都会带起来风沙，每年都会刮走好几个老师。

【现场声】且末二中音乐老师、2024 届保定学院毕业生

黄小凤

听当地人说，这还算小的呢，这只叫浮尘，也不知道师

哥师姐他们这些年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现场声】且末一中历史老师、2024 届保定学院毕业生

翟少鹏

现在我们来了，我们也会在这片沙漠留下自己的足迹。

【现场声】且末二中地理老师、2024 届保定学院毕业生

张小威

对，我们也来了！

【字幕】标题：追光·到西部教书去

【字幕】2024 年 8 月 26 日

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且末县

【同期】张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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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一下，这是我们新疆。为什么说，要修建这么多条穿

越沙漠的公路。

【解说】

开学第一天，且末二中初一 8 班的同学们发现，地理老

师是一个来自河北的大男孩。在且末，人们早就习惯了“河

北来的老师”。

【字幕】从 2024 年闪回到 2000 年

【同期】且末一中历史老师、2000 届保定学院毕业生侯

朝茹

2000 年，响应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号召，我们 15 名毕业生

选择到万里之遥的新疆，且末县中学任教。

【解说】

乘火车倒汽车，穿过河西走廊，越过黄沙大漠。历经五

天四夜，直到在且末站上三尺讲台。

天长日久，谁也说不清楚，大家怎么就齐齐整整地留了

下来。可能是谁也不想第一个说离开，可能是且末太需要他

们这批老师，也可能是不忍破灭学生眼里的希望之光。24 年

间，他们先后在且末买房、成家、生子，带着对家乡父母的

亏欠，让故乡成为了远方，让他乡一点点成为了故乡。

2014 年，他们代表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给习近平总

书记写了一封信，汇报了 14 年间的心路历程。

不久后，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在央视《新闻联播》中

全文播出。

【画外音】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给河北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回信：好儿

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希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以你

们为榜样，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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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解说】

不是所有大学生毕业后，都会选择到西部支教。但总会

有人，总得有人，去做不知道结果的事。或许他们想的不是

花开，而是心里恰好有一粒种子。

【同期】且末二中音乐老师、2024 届保定学院毕业生黄

小凤

我觉得在更远的地方，应该也缺少这样一门课程，所以

我想把音乐的知识带到且末来。

【同期】且末一中历史老师、2024 届保定学院毕业生翟

少鹏

来且末是为了圆一个教师梦，可能会有人认为，你从哪

儿当教师都可以，从哪儿当老师都是老师，但是那种被需要

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解说】

这一次河北来的老师有 11 位，两女九男。他们从全国各

地来到保定学院，完成学业后，又选择了到且末教书。一路

向西，落脚南疆。

这里地处昆仑山下，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不知什么时

候，这里流传开一句顺口溜：“且末人民苦，一天半斤土。白

天吃不够，晚上接着补。”

气候干，风沙大，多民族在这里聚居。刚毕业的孩子们，

能适应吗？

【字幕】

2024 年 8 月 11 日

河北省保定学院

【现场声】张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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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现场声】张小威母亲

本来你让我不来，况且我是真的放不下。

【现场声】张小威

知道。

【解说】

一毕业，就漂到几千公里外的小城，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现场声】

舍不得你们，跟我们的孩子一样的。

【现场声】

谢谢校长。

【现场声】

有机会去看你们。

【现场声】

我志愿奔赴西部，奔赴基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

【现场声】

出发！

【解说】

这是 2024 年夏天，11 个新老师，再也不用像 24 年前那

样，辗转 5 天 4 夜才抵达小城。以前慢，不会一直慢。以前

难，不会一直难。一张机票加一张火车票，缩短了地理距离，

也缩短了心理距离。

从库尔勒到且末，火车要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一夜，

他们凝视着大漠的星光。似乎想从夜空中，看到自己未来的

模样。期待已久的远方，跟想象中一样吗？

天色渐亮，大地微凉，终于踏上了且末的土地。用 1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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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自己的话说，一次平常的就业选择，却受到了铺天盖

地的关注，多少有些惊到了，看来这里真的特别需要他们。

【同期】张小威

当时为什么要来且末，最开始其实就感觉它是一份工作，

然后我恰好需要一份工作，我说来试一试。但是开会的时候，

王校长说，当你看到这边孩子渴望知识的眼睛的时候，你就

舍不得离开，这句话让我心定了下来，也坚定了我要来这里。

【同期】翟少鹏

我的同学也说，少鹏你去到且末，你很有勇气。当时我

就跟他说，我的勇气可能不如侯老师（侯朝茹）的万分之一，

千万分之一都达不到。他们是真正地从一个很艰苦的环境下，

他们真正去见证了且末二十多年的发展。

【解说】

这个似乎是搁在沙漠上的绿洲小城，行道树高大茂密，

散发着阵阵凉意。

【现场声】

你对县城有什么感觉？

【现场声】

感觉还可以，就是感觉天确实灰蒙蒙一点，别的感觉都

还好。

【现场声】

这一片，2000 年全部是平房，就这一条马路。

【解说】

2000 年左右出生的年轻人，享受着现代交通和现代通信

的便利。网络快递外卖，火车飞机高速，把且末和这个世界

紧紧连接了起来。

【现场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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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吧，往上走吧，好，一按就行了。使劲，这车上都是

土。

【现场声】

收拾好东西之后，就去转悠转悠。

【同期】黄小凤

很随和的一个城市，当地人也很热情，对我们这些老师

也非常欢迎，沟通上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解说】

君子论迹不论心，这群年轻人依然值得敬佩。不管嘴上

怎么说，新老师们心里也都明白，在遥远的天边小城生活，

肯定会吃苦，更会吃沙，还要对抗生活中的未知。

落脚了，就要开始他们平凡的新生活了。

【现场声】张小威

饭还行，是吧？

【现场声】黄小凤

感冒了？

【现场声】张小威

感冒，宿舍怎么说，有点热，它房屋好高。

【解说】

平凡的新生活，有困难也不会惊天动地。但真正身处其

间，每一个新老师都有自己的关口要过。

【字幕】

2024 年 8 月 24 日

新疆·且末

教育和科学技术局

【解说】

经历了一系列欢送、培训、座谈，11 名新老师正式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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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翟少鹏等 4 人被分到且末一中教高中，3 人是班主任。张

小威等 7 人到且末二中教初中，3 人是班主任，3 人是副班主

任。这是他们的事业起点。

刚到且末，张小威嗓子就发炎了，后来智齿又发炎。开

学没多久，担任班主任的吴佼也劳累发烧，嗓子说不出话。

看来气候干燥，不只是地方的物候介绍。至于临行前意气风

发想干出一番成绩的翟少鹏，一分派工作就蒙了。学校安排

他任职高高二的班主任，而职高的历史课，不参与高考。

【同期】翟少鹏

再加上带班，班主任的事情很多，也是一个新班主任，

也不熟。班主任具体该干什么事情，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

跟学生交流，也不太了解。

【现场声】

一份工作肯定没有一帆风顺的时候，所以……

【现场声】

你们班学生有一个癫痫倒教室了，你跟同学说。

【现场声】

喂？

【现场声】

喂，你们班有个学生……

【现场声】

啥？

【解说】

摩拳擦掌的翟少鹏，事后称这是“天崩开局”。没办法，

干就是了。

一中的翟少鹏在备课，二中的黄小凤已经踏上讲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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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见面了，但在课堂上并未如她想象的那样顺利。

【现场声】黄小凤

去，把你们班的成员都叫到这个教室来。

我们等他们一会儿。

其他同学还在后面，是吗？

【现场声】学生

对。

【现场声】黄小凤

他们迷路了。

【现场声】记者

还差好多（学生）。

【现场声】黄小凤

对，差很多，我去找找吧。

【现场声】黄小凤

谁是 9 班的？你是班长吗？班长呢？

【现场声】学生

在后面。

【现场声】黄小凤

在后面。

是 9 班的吗？你们去哪了？

【现场声】学生

他们到初三楼。

【现场声】黄小凤

不是叫班长领过来吗？

【现场声】学生

班长也不知道在哪儿。

【现场声】黄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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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

【现场声】学生

老师好。

【现场声】黄小凤

同学们好，请坐。

你们好，我是你们本学期的音乐老师，我姓黄，你们可

以叫我黄老师。我想知道，你们的音乐跟我的音乐有没有共

通点，或者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共同进行一场交流。

【现场声】黄小凤

还有人想说说自己心目中的音乐是什么样的吗？沉默寡

言的音乐，鸦雀无声的音乐。

【解说】

来自刘三姐故乡广西的黄小凤，从小听山歌长大，她相

信音乐是无障碍的交流语言，面对孩子们的沉默，她小脸紧

绷。

【同期】

我可能会想一些办法，去解决一些问题吧。我会希望，

希望我的学生都喜欢我。

【解说】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在家洗衣服的张小威，接到了来自

贵州的视频电话。

【现场声】张小威

喂，妈妈。

【现场声】张小威妈妈

小儿，吃饭了吗？

【现场声】张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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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了，那会刚放了学，这会正洗。

【现场声】张小威妈妈

那边你走到那边（且末）辛苦了些，（生活） 还习惯吗？

【现场声】张小威

这边行喽，这边反正我们刚来时候那两天有点风沙，天

不是很好，这两天不要紧。

【解说】

尽管在和妈妈的视频里，张小威乐乐呵呵，报喜不报忧，

但挂断电话后，他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还是有点焦虑。

【现场声】记者

小威，想啥呢？

【现场声】

有点想家吧，倒是没有后悔来到这里，就是感觉有些陌

生，还是不太适应。虽然说这边也很好，这边洗衣服三四个

小时，它就很容易就干了，但是好像和家不太一样，虽然这

里也起风，也落雨，但是这里的风没有这么温柔，这里的雨

也是冰冷，尤其是那天我们培训，下雨了，惊雷离我特别特

别近，我感觉特别特别近，我在家里从来没有感觉到惊雷能

离我这么这么近，雨急唰唰地就下来了。

当时我和我的朋友我的舍友，我开玩笑说我们没有带伞，

我们去接受心灵的洗刷吧，但是真正地踏进雨里之后，雨是

冰冷的，它不是洗刷你，它也不是洗涤你的心灵，它是让你

知道，你来到了陌生的地方，你在追求你的梦想。

我感觉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家是我们心中的支撑，也是

我们心中的亮光。家，我很想你，听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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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侯朝茹曾说，如果一切都如预想般发生，那人生岂不是

太平顺了？新学校里的新老师，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迎

战着生活。

【现场声】侯朝茹

欢迎学弟学妹来到且末。

【解说】

新老师们的落差和困窘，作为前辈也是长辈的师兄师姐

们都看在眼里。军训结束后，趁着大家都有点空闲，侯朝茹、

辛忠起等老教师组局，来了场“在且末保院人聚会”。

【现场声】侯朝茹

这里气候比较干燥，慢慢适应，一定平时多喝水。刚好

一来就上班，工作事情也挺多，再加上有点着急、焦虑，再

加上饮食上有点不适应，可能会有各种不舒服，咱们自己平

时照顾好自己。

【现场声】现场老师

哈喽，来个串门的，找妈妈了对吧？

【现场声】保定学院 2003 届毕业生、且末县第二中学英

语老师荀轶娜

这是我的学生，给我们送葡萄来了。

【现场声】侯朝茹

这是你们班的（学生）是吧？

【现场声】荀轶娜

我们班的，刚接的一批新生。

【解说】

生活的惊喜总会猝不及防地出现，这个突然闯入镜头送

葡萄的学生，就像一束光，让新老师们看到了前方的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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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会时，侯朝茹说，成年人世界的最大清醒，是不活在

别人的眼睛里和嘴巴里，而是要活在自己的内心里。

【同期】侯朝茹

自己的内心对我所做的工作，我做班主任也好，作为一

个任课老师也好，我有我自己衡量的这杆秤，这杆秤一直在，

我的原则在，我的底线在，那么我的目标在，我就不会偏离

方向。所以其实还是要坚持自己内心认定的，我在且末当老

师，我要当一名出色的老师这件事，认定这条路，那你持之

以恒地努力，一定会有你想要的这个结果。

【现场声】保定学院 2000 届毕业生、且末县第一中学语

文老师辛忠起

这工作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就是你碰到啥了自己想办法

解决，解决不了再问一下就行了，也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现场声】保定学院 2017 届毕业生、且末县第一中学历

史老师孙彤彤

因为有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就感觉看到我那时候那种感

觉，一来很焦虑。

【同期】张小威

你想想吧，你见过北京的繁华，见过上海的繁华，见过

深圳的繁华，你不会甘心在这。如果当你有一个支撑在这里，

你就可以克服很多困难。老师也说，物质的快乐不会让你一

直快乐，但精神的快乐会让你一直快乐。

【现场声】辛忠起

你看这些植物，叶子非常小。

【现场声】张小威

对，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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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声】辛忠起

你可以想象它的根有多深，扎根扎根，就是这些红柳胡

杨。

【字幕】

2024 年 8 月 31 日 新疆·且末 塔提让镇

【解说】

聚会后第二天，辛忠起又带着张小威到沙漠深处的塔提

让镇“走亲戚”，这里的镇党委书记是辛忠起的老学生。

【现场声】且末县塔提让镇党委书记鬲铭玉

因为我是在且末土生土长的，从来也是一直在看着沙漠，

当时也在想沙漠如何更好地利用，更好地发挥作用。当时辛

老师上了一堂课，我记得印象很深，他给我讲过这么一句话，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当时我知道，原来我们的沙漠

是那么美丽的。

【现场声】辛忠起

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个水，它又适合养海鱼，就是变废

为宝了这种感觉。

【现场声】鬲铭玉

我们的海产养殖，也是让老百姓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

有一个选择点，有一个增收点，有一个致富点，这就是我们

想干，也是要干的，所以我们当时义无反顾回到了且末。

【现场声】辛忠起

走出这片沙漠，到外面学了很多东西，回来再改造沙漠。

【解说】

这趟沙漠之旅，对张小威来说无疑是震撼的，学地理的

他，第一次见识到“沙海也是海”的人文意义。

【同期】张小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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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要创新、要引进，意味着你有更多的风险、更多的

责任，他敢于做第一个。这也就是让我知道，这里的学生很

有勇气，他们敢于走出第一步，只要他能想到，他敢去实践。

【解说】

这个周末，翟少鹏也没闲着，他跟着侯朝茹师姐去家访

了，侯朝茹正尽可能地在开学前，将方方面面的经验手把手

传递给他。

【现场声】侯朝茹

通过家访，这个小孩和老师之间的情感距离会加深很多，

也便于后期教育和引导，这是凯迪日古丽家。

凯迪日古丽。

凯迪日古丽，这是翟老师，我们今天到你家看看，这是

你家是吧？

【现场声】凯迪日古丽

对。

【现场声】侯朝茹

走。

还会弹都塔尔，你爸爸一个挺热爱生活的人。让你爸爸

做一把小凳子，坐在这个，坐在这写字台写作业。

咱们后面，你成绩呢越来越好，思想上随时找老师，咱

们周日晚上教室里见，那我们走了，凯迪日古丽。

【解说】

又是新的一周，我们的音乐老师黄小凤也做足了准备，

将自己比作一棵小野草的她，不会受制于眼前的困境。

【现场声】黄小凤

茉莉花，往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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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们每个人听完之后，都会唱。下一句它可以是

芬芳美丽，你可以结合一下，你们综合一下自己的意见，我

要问的，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现场声】学生

干净。

优雅。

【现场声】黄小凤

优雅，还有吗？

【现场声】学生

优美。

【解说】

孩子的天性，在音乐课上开始释放，还有学生热情地向

黄小凤发出了到家里作客的邀请。

【同期】黄小凤

可能未来我的根系会像梭梭树一样，伸到大沙漠的底部，

去扎根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我跟梭梭树还挺像的，很瘦小，

就像它的叶子一样，又尖又细，但是我能扛住风沙。

【解说】

从最初的雀跃、期盼、忐忑，到站上讲台后的淡定，新

老师们的工作渐渐步入正轨。

【现场声】张小威

还有沙漠，还有的知道在哪养鱼，它是模拟海水养的海

鱼，对，它模拟的海水，这是我们地下水资源很丰富的，看

完之后感觉我们新疆好不好？

【现场声】学生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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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声】张小威

新疆是什么？

【现场声】学生

是个好地方。

【现场声】张小威

是不是我们的家乡？

【现场声】学生

是。

【现场声】张小威

我虽然是河北的，但是以后我也在新疆，这些以后也是

我家乡的物产，是我家乡的发展，自豪吧？

【现场声】学生

自豪。

【现场声】张小威

对吧？很自豪。这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发展，我们新疆、

我们且末会变得越来越好。

【同期】张小威

我带的班一个学生，我带他去领书，他说老师，你是保

定学院来的吗？我在我们学校看到你们了，然后有你们的事

迹怎么样怎么样，他的眼睛真是亮亮的，然后他还问了一句

话，他说老师，你是不是待两年就要走？这一刻，我不知道

应该和孩子说什么，因为他很害怕我要走，我说放心吧，我

不会，我会一直在这，一直带着你们，那一刻真的孩子很开

心。

后来我就是每次想到这些，想到孩子说的这些话，有他

们温暖着我，有他们给予我精神上的动力，我觉得我可以在

这里待下去、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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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说】

再有三年，侯朝茹这批老教师差不多就退休了，看到学

校有学弟学妹来接过他们手里的接力棒，是一件非常欣慰的

事情。

【现场声】侯朝茹

“五个认同”中的历史认同，包括中华民族、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空前团结，恰恰在近代史中

呈现，你引一下，为你后期的教学……

【现场声】翟少鹏

上课。

【现场声】学生

老师好。

【现场声】翟少鹏

同学们好，请坐。大家对且末了解有多少？

你用一句话来形容你的家乡。

【现场声】学生

美丽。

【现场声】翟少鹏

咱们这堂是历史课，所以咱们就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且末。

且末，刚才大家关键词，就是一个美丽。看咱们人文的，且

末，两点。

【现场声】学生

且末作为丝绸之路的南道重镇，历来是多文化荟萃……

【现场声】翟少鹏

中华民族，牢牢地记住我们是 56 个民族，56 个民族是一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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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声】学生

中华民族共同体。

【现场声】翟少鹏

我们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多元一体。

【同期】翟少鹏

侯学姐（侯朝茹）、杨学长（杨胜利）他们 2000 年奔赴

且末，我们在 2024 年奔赴且末，这是有一个保定学院的历史

传承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教育情怀，就是要

将学生们送入更高的殿堂，遇见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是我

们的初心和使命。

【解说】

来且末支教的老师们，都不止一次鼓励学生们去看更大

的世界，他们自己却留在且末，守在这个天边小城的三尺讲

台。

【同期】张小威

我希望用我自己微弱的一点光，能够照亮他们心中的一

点光，让他们愿意说去走出去、去发展、去成长，照亮更多

像小威一样，希望被发现、希望被照亮的小威们。

【字幕】

2024 年 9 月 7 日 新疆·且末 欧吐拉艾日克村

【解说】

在且末，很多地方都有这么一句宣传语，各民族像石榴

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当作客的日子如期而至，壮族姑娘黄

小凤在维吾尔族家庭里跳起舞蹈时，似乎在热烈宣告，是的，

我们都是小石榴籽，我们都是一家人。

【现场声】黄小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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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动作？前面一个，后面一个。

【解说】

对于 2024 届这一批新老师们而言，他们在且末的故事才

刚刚有了开始，他们会像师兄师姐一样留下吗？他们会为且

末带来什么？在遥远的 20 年后，他们又能否如黄小凤期盼的

那样，依然保持教育的初心，依然如此坚强，依然如此年轻

有生命力？或许当新老师们第一次去沙漠，第一次见到胡杨

的时候，他们的命运，就注定与且末有了抹不掉的情感连接。

向下扎根，向沙而生，接力已然开始。（完）

视频配文：

河北保定学院一群 20 岁出头的毕业生，为什么会选择到

几千公里外的新疆且末教书？

是传承。2000 年，保定学院 15 名毕业生响应西部大开发

的号召，扛起“到西部教书去”的旗帜，辗转八千余里，在

昆仑山下的且末讲台上，一站就是 24 年。

是无畏。朝发夕至的现代交通，让这群“00 后”能免受

从前的奔波之苦。万物互联的现代通信，让新时代年轻人少

了“见字如面”的牵挂。

是信念。这群新老师求学时，都曾被好老师的光芒所照

耀。曾经借光的孩子，如今羽翼初长，也能发出光去点亮边

疆孩子的希望。

而当他们终于抵达，为何出发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

且末，在无悔的选择里，初登讲台的新老师，见到了什么，

想到了什么，又将经历什么？

从 2000 年到 2024 年，从过去到未来，千里追光的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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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会止步，到西部教书、到西部建设的故事仍在继续。

人在且末，回声嘹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