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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的 夏 天 ，告 别 了 熟 悉 的 地 方 ，

带 着 对 西 藏 的 向 往 和 笨 重 的 行 李 坐 上 了

开 往 拉 萨 的 列 车 。 车 窗 外 ，湛 蓝 的 天 空 、

橙 黄 的 晨 曦 、金 灿 灿 的 油 菜 花 、乳 白 的 雪

山 、成 群 的 牛 羊 …… 让 我 兴 奋 又 激 动 ，从

太原到拉萨，两天两夜的行程并未抹杀我

的向往与热情。就这样，我以西部计划志

愿者的身份来到了拉萨，开始了我的诗和

远方……

2022 年 8 月 至 今 ，我 服 务 于 拉 萨 市 城

关区吉崩岗街道办事处。时间飞逝，还记

得去年八月初在出征仪式上的庄严宣誓:

“ 我 愿 意 成 为 一 名 光 荣 的 志 愿 者 。 我 承

诺：尽己所能，不计报酬，帮助他人，服务

社 会 。 践 行 志 愿 精 神 ，传 播 先 进 文 化 ，为

建 设 团 结 互 助 、平 等 友 爱 、共 同 前 进 的 美

好 社 会 贡 献 力 量 。”一 晃 一 年 的 志 愿 服 务

期 结 束 了 ，回 想 这 一 年 ，很 多 事 情 已 过 去

很久，却又历历在目。为什么选择成为一

名 西 部 计 划 志 愿 者 ？ 只 因 为 西 部 计 划 直

抵人心的一句口号“到西部去，到基层去，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面临人生选择

的时候，我们要把社会需要和个人追求结

合 起 来 才 能 更 好 地 实 现 人 生 价 值 。 而 西

部计划，正是一次将奉献国家与实现自我

价值完美结合的宝贵经历。生逢盛世，当

无 愧 于 时 代 ，作 为 新 时 代 的 青 年 ，响 应 祖

国 号 召 ，选 择 成 为 一 名 西 部 计 划 志 愿 者 ，

是我经过深思熟虑做的决定，也是我从小

到大做的最勇敢的决定。

坚定信念，不忘初心。上岗第一天就

遇到突如其来的疫情，当晚便投入到疫情

防控工作中。当时，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

接听服务热线时，语言不通和交流困难，刚

来对辖区情况还完全不了解，再加上有居

民时常不理解……这一系列的挑战让我不

知所措。有数不清的软弱和犹豫的瞬间，

想过放弃想过离岗，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

只要想明白自己当时的初心是什么，就无

所畏惧了。我开始克服这些困难，去了解

辖区的每一个大院，每一条马路，耐心地跟

居民讲解疫情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安抚好

他们的情绪，满足他们基本生活需求，尽所

能去解决居民群众的诉求。

读 万 卷 书 不 如 行 万 里 路 。 这 么 多 年

来 ，我 们 一 直 在 学 校 接 受 教 育 ，学 习 理 论

知 识 ，成 为 志 愿 者 ，是 我 们 第 一 次 走 出 象

牙 塔 ，面 向 社 会 、面 向 实 践 本 身 。 初 到 工

作岗位，就连最基础的打印复印文件我都

不会，还好有前辈们的耐心教导，慢慢地，

我熟悉了办公室的基本职能、各个部门的

分工、公文的处理程序、活动的部署安排，

让我在工作中历练，在行动中成长。基层

的工作是琐碎且繁杂的，从党建到政务再

到 民 生 ，从 日 常 为 居 民 排 忧 解 难 ，到 入 户

走 访 调 研 ，再 到 科 普 知 识 宣 传 ；从 清 理 流

动 摊 贩 ，到 大 街 小 巷 治 理 ，再 到 文 明 城 市

创 建 工 作 ；从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到 下 沉 社 区

巡逻，再到综治维稳工作……平凡却不平

庸 ，这 一 年 的 基 层 工 作 经 历 让 我 对“ 以 人

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了更加深

入 的 体 会 ，也 更 加 坚 定 了 我 扎 根 基 层 ，服

务基层的信念。

总要来一趟西藏吧，以西部计划志愿

者的身份。如果是去玩一趟，仅仅只是享

受西藏壮美的风光，而如果能去为当地人

民做些什么，那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情。这里有圣洁的布达拉宫、有壮观的山

川 河 流 ，大 昭 寺 的 门 前 洒 满 阳 光 ，甜 茶 格

外沁人心脾，但比起美景更令我难忘的是

藏族人民的热情淳朴，是领导同事的亲切

关怀，是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西藏生活工

作 的 这 段 时 间 里 ，我 先 后 参 加 了 团 中 央 、

项 目 办 组 织 的 各 种 线 上 线 下 集 中 理 论 学

习 ，在 去 年 七 月 底 的 志 愿 者 培 训 中 ，我 了

解 到 特 别 能 吃 苦 、特 别 能 战 斗 、特 别 能 忍

耐 、特 别 能 团 结 、特 别 能 奉 献 的 老 西 藏 精

神，以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

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

精神。在西藏进行志愿服务的日子里，我

切 实 体 会 到 这 些 精 神 对 我 潜 移 默 化 的 影

响。同时我参加了交通文明引导、恩海学

堂 、生 态 文 明 保 护 、南 山 护 卫 、创 业 成 果

展 、冬 奥 精 神 巡 回 展 、跨 喜 马 拉 雅 自 行 车

赛 等 一 系 列 志 愿 服 务 活 动 。 在 志 愿 活 动

中不仅收获了工作经验，还遇到了一群志

同 道 合 的 朋 友 ，我 们 像 家 人 一 样 彼 此 照

顾，互相温暖，在各自的岗位上闪闪发光。

“ 宝 剑 锋 从 磨 砺 出 ，梅 花 香 自 苦 寒

来 ”。 这 一 年 ，我 感 受 到 了 人 生 的 价 值 所

在 ，也 让 我 的 工 作 经 验 更 加 充 实 ，工 作 能

力得到了更好的锻炼。这一年，我适应了

从一个学生到工作人员角色的转变，我很

感谢这一年遇到的人和事，也很荣幸能有

这么多的机会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用一两年不长的时间，去做一件让自

己终身难忘的事。我们选择了，我们不后

悔 ，这 一 到 三 年 也 许 是 我 们 一 生 的 财 富 。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

今后的志愿服务中，我将继续以饱满的工

作 热 情 投 入 到 志 愿 活 动 中 ，将“ 奉 献 、友

爱、互助、进步”的志愿服务精神，在日光

城发扬光大，为建设美丽幸福新拉萨贡献

自 己 的 青 春 力 量 。 希 望 ，一 年 之 内 ，发 挥

最好的状态；期待，一年之后，遇见全新的

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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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万里》是由青海海北电视台和西藏电视台西藏影视发展有限

公司联合出品的第一部体育题材的电影。

影片以藏族奥林匹克获奖第一人、2012 年伦敦奥运会女子 20

公里竞走金牌获得者切阳什姐为原型，讲述了一位退役的汉族运动

员在青藏高原重拾自我，培养藏族儿女不屈不挠、艰苦奋进，用汗水

去实现奥林匹克梦想的故事。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藏题材的电影创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

都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创作者的民族成分多样化，电影

类型也在不断充实和丰富。《八万里》作为一部西藏电影，选择题

材的主要思路就是西藏体育。体育电影中，体育元素只是表象。

如果观众代入主人公的视角，会产生“我也能行”的心情，得到激

励。这便构成了体育电影的观影心理基础。可以如此总结：当我

们在谈论一部成功的体育电影时，看的不仅仅是体育，还有人生

真谛：集各种冲突展现于一体，选手们在场上激烈而残酷的竞技

角逐自不必说；最难能可贵的是影片突破对题材所蕴含的生活矛

盾的普通展现方式，尽可能挖掘与该矛盾相关的多方面、多场次、

多线索的人物及社会矛盾，并使之更加集中和复杂，进而演变成

更为紧张激烈的戏剧冲突。

何志锋，一个曾经怀揣奥运梦想的长跑者，在经历了伤痛和失

败之后，来到了西部草原放逐自己。除了空旷壮美的金银滩草原，

映入他眼帘的是一场马背上的角逐。他惊喜的发现一个九岁的“假

小子”曲洋吉跌落马背却又奋起直追的不屈，依稀点亮了他内心已

覆灭的火种，他仿佛看到了有过梦想的自己。从那天起，这个马背

上的“假小子”和她的各族小伙伴们，连同他们的梦想，与这个自我

放逐的教练结下了不解之缘。

《八万里》突出展现了两个创作理念：一是紧扣时代脉搏，关注

社会热点，注重广大观众的精神需求；二是真实地反应现实，栩栩如

生地塑造人物形象。采用创新性双时空叙事手法，一方面回望过

去，聚焦何教练运动员时期在艰苦条件下奋斗拼搏为国出征的动人

情怀；另一视角则着眼于当代，描绘了以曲洋吉为代表的新生代运

动员勇敢追梦、为国争光的励志精神。两个时空交叉叙事、相互映

衬，展现了“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体育竞技精神在两代体育人之

间的传承。

影视剧作的结构没有绝对的封闭式和开放式。《八万里》的剧情

结构虽然比较开放，没有相对集中的故事情节和中心人物，但矛盾

冲突的产生、发展、高潮和结局依然是一个完整的框架结构，必须遵

循既定的主观与客观时空截取方式。片中的故事聚焦于两个不同

的时代，两个时空并非独立存在，而是彼此存在着某种契机和联系，

进而成为一个紧密相连又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在人物和故事的

巧妙串联下，那些关乎亲情、友情、爱情的情感，那些无处安放又终

将逝去的青春，聚沙成塔，化作一段段心路历程，在时代的车轮中、

在历史的轨迹里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体育影视作品拓宽边界，借体育的出发点向外延伸，涉及观众

所关注的其他热点话题才是“硬道理”。《八万里》的剧情结构巧妙地

借鉴了体育电影《夺冠》的布局：热情讴歌中国新老两代女排姑娘们

薪火相传的爱国主义精神，将中国女排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没有

主次人物的分别。老一代女排运动员是在硬邦邦的水泥地面上翻

滚跌摔成长起来的，当时的中国无论经济还是科技的发展都相对落

后，所以女排训练只能苦练硬练、拿命去练，“流血流汗不流泪，掉皮

掉肉不掉队”在当时不只是口号，而是日复一日践行的准则。而《八

万里》对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何教练的运动生涯时期现状描述也是

极具现实意义的：物质匮乏的窘境，不被看好的压力，以不怕输、不

服输的勇气和意志，逆风翻盘的决心，去对待枯燥反复的训练。《夺

冠》对中国女排“一种精神，两代传承”的奋斗史作出整体性描述 ：

“时代变了，艰苦奋斗的老女排精神不变。”《八万里》所彰显的时代

精神亦是如此，这一点正如同何教练在影片中对那些小队员们说的

那样：“跑上八万里，你就赢了！”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感受到的不是

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中华民族昂首世界之林的民族自豪感，是一种

生为中国人、深爱共和国的爱国情怀！

体育精神历久弥新，衬托出中华民族的苦难与欢乐、伟大祖国

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从而增强了影视作品的广度、深度和力度。体

育强则国强，我国正处于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转变时期。体育

题材影视作品的发展始终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休戚相关，从为国家、

为民族拿金牌的国族荣誉感召，进入到当下完成个人梦想，实现人

生价值的双重命题，毕竟超越自我，就是勇气的意义。

《八万里》堪称西藏体育电影走向春天的“报春鸟”：目前，国产

体育电影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前方充满了未知甚至是荆

棘，但是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体育电影的春天一定会到来！而面对

我国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商业化操作弱、拍摄局促的现状，西藏题材

电影的类型化探索尤为重要。若能很好地以本土内容为载体，进行

类型电影故事的创作，借助新兴的电影科技，完成既蕴含西藏文化

价值观，又贴合市场需求的西藏类型电影，从而打破观众对少数民

族题材电影的固有印象和视觉局限，定可为民族电影市场化独辟出

一条蹊径。

《八万里》：

西藏体育电影走向

春 天 的“ 报 春 鸟 ”
陈敬刚

语言不再固守原地

以灵敏为基石

修筑人间沟通的桥梁

大爱哪能划分界限

以诚意为优先

拉近天南与地北的距离

一个“和”字

模仿细流的脚步

悄悄步入高原的每个角落

一首悠扬的《天路》

连接你，我，他

一个个和平的精英

呼唤千山万壑中的村民

从“三农”政策的实践者

到绿水青山的守护者

从西部支援的先行者

到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他们托起明天的太阳

守土有责、固边强国

时间在证明一切

有人说，他望见

田野里长出的希望

有人说，他听到

村子里唱出的友谊

也有不少的人在吟诵

“海内存知己”的豁达

一棵巨树长成背景

一群“和”气的蜜蜂

筑牢蜂巢，蜂蜜可口

原来，高原的稳定与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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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倍思亲，常年在雪域高原工作的

我，每逢节假日，怀念爸妈的思绪就愈加浓烈。

爸妈是陕西关中平原地区地地道道的农

民，生活特别节俭。以前的农村庄稼人，绝大

多数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天天为黄土地上生长着的庄稼忙碌着。

家庭经济的主要来源也是农田里的农作物收

成。每当风调雨顺的年份，农作物丰收，家庭

经济就好，天旱缺雨的年份，农作物欠收，家

庭经济就差。父母靠着勤劳的双手养育着我

们兄弟姐妹 5 人，以实际行动教导我们该省就

省，能节约就节约。从我记事起，爸妈基本不

买新衣服，常常是捡起我们穿不了的衣服，拿

来洗干净了自己再穿，衣服破了，经过母亲的

巧手缝补又继续穿。一次妈妈系的裤腰带断

了，我们建议她花 3 元买一条新的皮带，妈妈

却在缝纫机上用碎布条做了一条裤腰带。听

老人们讲，早前，家人盖的被子上面补丁太

多，一次还被村里当成勤俭节约的模范进行

了公开展览。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学习上，爸

妈从不节约，并且出手很是阔绰大方，谁需要

买书籍资料或学习用具，就算当时家里没钱，

也会主动到邻居家借钱给我们购买。

爸妈心地善良，特别乐于助人。爸爸曾

多年担任村里的生产队队长，妈妈也曾担任

过生产队的妇女主任。村里发生的所有红

白喜事，爸妈都会主动前去帮忙。邻里之间

发生矛盾纠纷，爸爸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站

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经过一番苦口婆心的

劝 说 ，最 终 化 解 相 互 矛 盾 ，邻 里 握 手 言 和 。

哪家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如果还没有

处对象，爸妈就会发动亲戚朋友到处打听年

龄合适的孩子，自愿充当“月老”，免费帮忙

牵线搭桥，促其姻缘早成。以前农村家庭的

孩子多，每当孩子长大成人，娶妻成家之后，

便会分割家产另立门户，这时爸爸就会被邀

请去担任主事，主持公道，按照其父母的意

愿分割家产。一些另立门户的孩子可能当

时还有点不满意爸爸，认为爸爸一碗水没端

平，在分割家产时给自己分的少了，给自己

的亲哥哥或亲弟弟分的多了，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年龄的增长，慢慢都理解了爸爸，从而

感恩爸爸的担当作为。

爸妈特别能吃苦耐劳。爸妈于上世纪四

十年代、新中国成立前出生，没有上过学，爸爸

自从当了村里生产队队长之后才学会了识字

写字，妈妈一直也不识字。家里小孩多，负担

重，为了增加家庭经济收入，减少经费开支，爸

妈跑到邻村学习烟叶烘烤技术，然后就在自家

宅基地里盖了一个烟叶烘烤房，等村民们种植

的烤烟成熟后，就开始按照学来的技能把烟叶

放入烤房内烘烤，赚取劳动报酬；在镇上的豆

腐作坊学习做豆腐技术，利用农闲时节，在家

里开起豆腐作坊，将黄豆加工制作成豆腐或豆

腐脑出售；到县城里学习养鸡技能，特别是学

习养育小鸡时的室温控制，鸡在生长过程中的

疾病预防措施，然后一次性购买回五百只小

鸡，在家里精心饲养，最终出售鸡蛋赚钱。

爸妈的优秀品德，以言传身教的方式影

响了我一生，成为我终身学习的楷模。到雪

域高原工作后，我也因为乐于助人，工作勤奋

努力，肯吃苦能钻研，多次受到领导的肯定和

赞扬，多次获得单位的表彰和奖励。虽然爸

妈如今已去世多年，但每到重阳登高赏菊时

节，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念起爸妈，想念起

和爸妈生活的点点滴滴。

雪域高原的思念
段宏文

草原之秋草原之秋 高玉洁高玉洁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