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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校友代表访谈

在雪域高原建功立业在雪域高原建功立业在雪域高原建功立业在雪域高原建功立业

编者按：在伟大“建党精神”和“老延大”优良传统的滋养下，建校85年来，18万余名优秀人才从西法大走出，其中一半以上留在中西部工作，为国家发展和西部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今天，我们特邀五位西藏校友代表，听他们讲述自己扎根边疆、服务基层、挥洒青春的故事。

个人简介：连双雄，男，福建人。经济学
院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2003届毕业生，现于
西藏雪域律师事务所工作。

2007 年，连双雄骑自行车入藏，光阴流

转，今年已经是他在西藏工作的第15年。作
为一名职业律师，他用 15 年的兢兢业业将

“法治信仰”和“平民情怀”书写在雪域高原。
“家人的理解和良师益友的帮助让我克服困
难，坚定了服务边疆的决心，让青春之花绽放

在祖国需要的地方。”平淡质朴的言语却蕴含
着强大的力量。

“藏地生活”

西藏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巍峨雄伟的高
山和潺潺溪流带给人们不同于现代都市的宁
静。提到对于西藏的印象，连双雄说：“西藏
是一个可以寻找到自己内心宁静的地方。”在
快节奏的时代，很少有人静下心去看身边的
风景，尘世的喧嚣往往容易让人们迷失自
我。而藏地仿佛有种神秘的力量，让人们在
浮世静心，找寻真正的自己。连双雄以一种
淡然、平静、充满希望的心态在西藏生活工
作，他用心观察体会藏地的一草一木，从中汲
取勃勃生机。

“扎根下来，不留遗憾”

连双雄在西藏一待就是十五年。“对我而
言，在西藏最大的挑战就是坚持，但坚持必有
回报。”他克服生理、心理等一系列压力，为当
地人提供法律服务，为妇女、儿童和军人等提
供法律援助。在他看来，“这既可以使更多老
百姓享受到法律服务带来的便利，也是实现
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

“不敢做”与“不坚持”往往是导致人们止

步不前的两大阻碍。“想做的事完成了，才不
会在未来的人生中留有遗憾。”这是连双雄面
对生活的态度，敢想敢做，不留遗憾。大学期
间，连双雄让单车入藏的想法成为现实，他
说：“事实上，在十几年的工作过程中，这段经
历带来的敢想敢做和坚持不懈对我帮助特别
大。”行稳致远，进而有为。持之以恒在任何
时候都会是人生一笔宝贵的财富。

“母校，这里有您的学生”

谈及母校，连双雄仿佛重回学生时代。
“西藏的藏羚羊远看便有雁塔校区獬豸的影
子。”即使入藏多年，他依旧记得在母校生活
的点滴，以及和老师同学相处的美好瞬间。

“虽然离开了母校很多年，但在母校的所学
所得将使自己受益终生。”他为自己是西法
大学子而骄傲。85 周年校庆即将来临之
际，连双雄自豪地说：母校，在西藏，有您的
学生！

在西藏，还有很多像连双雄一样扎根基
层的高校毕业生，来自内地的在藏工作者，更
有无数像连双雄一样不懈奋斗的可爱的人。
他们远离家乡，含着思乡的愁与离别的泪，将
热血抛洒在这片热土，用奋斗铸就无悔青春。

（学生通讯社 孙寒）

个人简介:刘敏，女，陕西省渭南市华县人，国际法学院
2003届毕业生，现就职于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风雨兼程二十载，刘敏建设边疆的初心未曾动摇。“记得
那是2003年4月底，西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来学校召开招
聘讲座，我深受讲座的触动，便在心底埋下了赴藏工作的种
子。”刘敏谈起青葱岁月，记忆如潮水般涌来。“但是由于家人
的反对，我并没有第一时间签订就业协议。”

之后，刘敏顺利通过了东莞的一家律师事务所的面试。
但是由于非典疫情的爆发，她又与这次机会擦肩而过。山重
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久后，辅导员乔军伟老师告
诉她：支援西藏的计划将再次提上议程。上次与赴藏工作的
机会失之交臂，令她深感遗憾。而现在，机遇又重新摆到她面
前。刘敏不禁感叹，冥冥之中，母校为她搭建好去往西藏的

“桥梁”。
“努力寻找你所热爱的事，然后用一生去完成它。”刘敏终

于抓住了机会，坚定地踏上了赴藏之路。初到西藏，与大多数
内地人一样，她难以适应当地高原气候的缺氧环境。但她并
未因此退缩，而是努力克服困难。经过短暂的调整后，刘敏奔
赴目的地——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只有用水将心上的雾气淘洗干净，荣光才会照亮最初
的梦想。”刘敏说藏族同胞的眼睛总是纯净澄亮的，这里的
老百姓淳朴善良、热情好客，学校里的同事们也十分友好团
结。藏族同事普通话都说的很好，在这里她几乎没有交流
上的障碍。这得益于西藏长期实行的双语教育。深受触动
后的她更加希望扎根于这片圣洁之地，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播撒教育的种子，让当地更多的孩子们有接受高等教育的
机会。

岁月缱倦，时光荏苒。刘敏在西藏扎根已近20年。谈及
年少时踏出舒适圈的勇气，她面色平静。因为年少时怀揣的
金色梦想，她从未将其遗失在人生的路途上。

“我希望同学们能够为实现崇高理想而执着追求，谨记
‘严谨、求实、文明、公正’的校训，志存高远，追求理想。”这是
刘敏对母校新一代青年的建议与期许。她认为，当前我国偏
远地区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人才短缺，而人才振兴是地区发
展的基础和关键。“希望母校可以同西藏各行业的单位组织加
强交流协作，让更多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学生投身国家偏远
地区建设，实现他们的人生价值。”

四年来，刘敏最大的收获就是有幸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
大学的经历更塑造了她的人生态度与理想追求。刘敏说：“感

谢母校对我的栽培。老师们渊博的知识、淳朴的涵养和法治
理念将影响我的一生。”她感谢母校给予自己知识与力量，并
衷心祝愿母校再奏雄章。 （学生通讯社 付佳）

个人简介：丁珍，陕西西安人。新闻传
播学院2012届毕业生，现于西藏自治区拉
萨市公安局工作。

如果人生是走走停停的列车，那么列
车停靠的站台一定载满故事。陌生城市，
独自生活，这便是丁珍对西藏的初印象。
相较于西安，西藏昼夜温差大、空气稀薄、
紫外线强的自然环境，生活、饮食习惯的差
异都需要她迅速调整适应。但好在无论是
饮食还是居住条件，一切都比她想象中要
好。她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态度，面对人
生途中的困难与挑战。

奔赴西藏，丁珍选择做一名人民警
察。对她来说，这既是机遇，更是挑战。由
于职业的特殊性，即便身为女同志也会参与到破案与抓捕
嫌疑人的过程中，生死时速，危险往往擦肩而过。即使专业
并不对口，丁珍也沒有因此消减对职业的热爱。她踏实地
做好本职工作，为西藏建设默默贡献力量，将青春与热血挥
洒在雪域高原，以自身的坚守彰显西法大学子的纯纯报国
之心。

常年扎根西藏，丁珍最想感谢的就是家人。父母的
理解和支持是她前行的动力，亲朋好友的鼓励使她义无
反顾地选择坚持。在遇到困难与挫折时，家人的爱与鼓
励就像严冬的烛火，为她送来温暖。为了不辜负家人的
支持，她也对未来做好了规划：踏实上进，努力工作，好
好生活。

“筑好知识的基石，才能大胆实践。”母校的学习生活使
丁珍受益匪浅。回忆起在母校的点点滴滴，她讲到，“老师
们生动的教学与谆谆教导，使我不断地接收知识的熏陶与
滋养。在大学期间，我最大的收获是学到了很多知识，以此
来不断地充实自己。”学海无涯，她用知识丰富心灵；边疆遥
远，她用努力铺设前路。

提起建设西藏的点点滴滴，丁珍动情地说到:“虽然西
藏条件艰苦，我们的工作也平凡普通，但在我眼中，平凡的
工作也充满了意义与价值，正是这千千万万个普通工作者
默默耕耘才为西藏建设打好了坚实的基础，我将为我所做
感到骄傲自豪。”她希望学弟学妹们珍惜光阴、发奋学习。

“前路漫长，明天有无限的可能性，西法大学子的未来依旧
光辉灿烂。” （学生通讯社 闫宇欢）

个人简介：巴桑旺堆，男，
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察隅县人。
公安学院侦查学专业2014届毕
业生，现于西藏自治区司法厅
立法处工作。

回忆起在西北政法大学求
学的经历，巴桑 旺 堆 感 慨 万
分 。 那 是 他 第 一 次 离 开 家
乡，生活习惯和饮食风俗的
差异使他无所适从，经常情
绪低迷，好在有舍友和同学的
鼓励、辅导员和老师的照顾，
他逐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及
时调整状态投入专业学习，并
顺利取得法考 A 证和国家奖
学金。

大学毕业后，经过慎重考
虑，巴桑旺堆毅然选择回到西
藏工作，外出求学多年的游子，

决心将自己的青春热血挥洒在
家乡的土地上，成为建设家乡
的新生力量。

谈及初次参加扶贫工作的
场景，他说到：“在跟随下乡扶
贫队扶贫的半年时间里，我深
刻认识到了西藏地区与内地的
差别，俯身做实事的信念更加
坚决。”在体会到扶贫工作的艰
辛后，巴桑旺堆建设家乡的信
念更加坚定。

在自治区司法厅工作之
初，巴桑旺堆时常感觉力不从
心，他意识到自己现有的知识
储备不足以高质高效地完成工
作任务，要想真正为家乡建设
做出贡献，就必须提高知识水
平，拓宽知识范围。于是，他再
次踏上求学征途，奔赴离家更
为遥远的北京，前往中国政法

大学攻读研究生。去家三千六
百公里，巴桑旺堆无时无刻不
牵挂着家乡，这份思乡之情更
加激起了他的求学意志，他的
专业能力也在日复一日的刻苦
学习中得到明显强化。

相较本科毕业后的初次工
作，返回西藏后，巴桑旺堆将所
学知识与工作实践有效结合，
吃透方法并勤加锻炼，使得自
己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极大提
升，也对西藏的发展产生了新
的感悟。实地调研途中，他发
现很多基层政府的部门机构
不够健全，许多基层工作中的
问题难以解决。他认识到加
强基层治理对于西藏地区的
建设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
义，而为基层引入人才或许是
解决西藏地区基层治理问题的
突破口。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
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国家
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
青年。”对于将来有意愿赴藏工
作的学弟学妹们，巴桑旺堆希
望他们可以选择深入基层。人
才是基层发展的风向标，如果
基层能破千寒而迎春声，西藏
理想中的未来便将近。期望寄
托给下一代学弟学妹，功成则
在代代接力奋进。

故友各自奔赴，西藏的风
也不曾羁留。一个又一个四年
逝去，但最初的情感仍系于母
校。在母校建校85 周年之际，
巴桑旺堆在雪域高原表白母
校：愿母校存厚蕴更展宏图，雕
美玉而赏百代风华。

（学生通讯社 宋婷）

个人简介：陈莎莎，女，陕
西省宝鸡市人。国际法学院
2016届毕业生，现于西藏自治区
昌都市洛隆县人民法院工作。

人们常说，一辈子总要去
一趟西藏。青藏高原上的绚
丽风光深深吸引着陈莎莎，于
是在大四的时候，她便投出了
赴西藏工作的简历。毕业那
年的秋天，陈莎莎如愿踏上了
这条充满未知的路。赴藏工
作六年，陈莎莎坦言，这里的
日子充满挑战，却也带给她前
所未有的满足感。

栉风沐雨，一路同行

真正前往西藏工作后，陈
莎莎才体会到，这里不仅是离
天空最近的地方，也是离家最
远的地方。陈莎莎提到，自己
从小生长在陕西，从未离开过
父母，因此进藏之后面临着许
多挑战。在适应工作环境的
同时，陈莎莎还要独自消化远
离家乡的孤独。幸运的是，对
于她赴藏工作，家人表示充分
理解并全力支持。“自己能够
扎根西藏安心工作，最感谢的
就是父母，最愧疚的也是父
母”，陈莎莎说，“父母辛苦劳
作半辈子培养自己，而在我终
于有能力照顾他们时，却常年
不在他们身边。”陈莎莎经常

会与一同赴藏的校友聊天，面
对工作和生活上的不顺心，他
们相互帮助、相互疏导，时间
久了，这份友情也胜似亲情。

“在校期间并不熟识的我们，
在西藏却因母校紧紧相连。
每次一同回忆学校的点点滴
滴，回想在图书馆的学习时光
和那个备战法考的酷热夏天，
我们都感到格外美好。”

扎根基层，青春无悔

在工作中，陈莎莎保持认
真严谨的作风。她时常提醒
自己不要落下专业知识，应当
学以致用，去帮助更多的人。
陈莎莎说，自己每天都会接触
到很多当事人，帮助他们解决
法律相关问题。即使有时语
言不通导致交流存在障碍，但
从眼神和动作中仍能读出他
们托付的信任和由衷的感谢，
每当这时，成就感油然而生。

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
还会选择赴藏工作吗？陈莎
莎的答案是肯定的。正所谓

“中流击水，奋楫者进”，充实
的生活蓬勃向上，奋斗的日子
难以忘却。在西藏，陈莎莎完
成了从大学生到法律从业者
的蜕变。

初心不改，再续征程

工作六年，陈莎莎依然谨

记母校的校训——“严谨求
实 文明公正”。这八个字始
终敦促她在工作中保持着法
律人的初心和信仰。“在学
校里培养的思维和学到的
方法也让自己受益匪浅。”
对于同样有志愿赴藏工作
的毕业生，陈莎建议选择专
业对口的行业，大胆尝试，
勇敢迈出第一步。“赴藏工
作并没有想象中那样艰苦，
坚定信念、初心不改，这段日
子会成为人生中最独一无二
的风景。”

扎根基层奉献青春的陈

莎莎，如一泓清泉，不计名利
地 付 出 ，无 言 却 坚 定 地 流
淌。建校以来，西北政法大
学走出了无数如陈莎莎一般
的优秀学子，他们身在遥远
的边疆，用行动和学识帮助
一方人民。恰逢西北政法大
学建校 85 周年之际，陈莎莎
远在西藏送出了对母校最真
挚的感谢和祝愿：“能够赴
藏工作，实现人生价值，最
要感谢的便是母校四年的培
养。愿母校桃李更芬芳，再谱
新华章！”

（学生通讯社 禹杨碧晗）

连双雄：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刘敏：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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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莎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