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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东姑娘到“新疆古丽”

———志愿者冯卓怡与新疆的不解之缘

眼前这个
１９８８

年出生的女孩， 戴大
框眼镜、穿格子衬衣、背卡通熊猫书包、

讲话有点广东腔， 却喜欢跟别人介绍自
己是“新疆媳妇”。她是广东女孩冯卓怡，

新疆的朋友们都叫她“卓玛古丽”。

作为广东省首批大学生志愿服务西
部计划志愿者， 冯卓怡

２０１１

年从广州来
到喀什，从此与新疆结下不解之缘。

到新疆：趁着年轻，多做“傻事”

和新疆结缘，始于
２０１１

年。那时冯卓
怡
２３

岁，刚刚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毕业。

拿到保送本校研究生资格的她， 了解到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带着热血，

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家人希望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
我当时想，我还年轻，能折腾，即使此行
一无所获还可以从头开始。”面对众人的
不理解， 冯卓怡只在

ＱＱ

空间里留下了一
句“趁着年轻，多做傻事”。

做足了吃苦的打算，历时近一周，冯
卓怡和志愿者小伙伴们辗转从广州经郑
州、乌鲁木齐，最终来到南疆喀什。

冯卓怡把自己定义为“一个不典型的
广东人”：个子高、爱吃肉、口味重。“没想
到我来了新疆觉得特别适应，这儿四季分
明，当地人淳朴善良，羊肉也好吃，最重要
的是气候干燥不长痘痘！”冯卓怡说。

乐观的冯卓怡回忆起在喀什的日子
满是快乐。可好朋友卡拉买提却知道这个
“女汉子” 背后的小脆弱。“我们一路坐火
车硬座来到喀什， 落脚后住在一个没有
电、没有水的宿舍里。从广州到喀什，每个
人的心理落差都有十万八千里。那是我第
一次看见她掉眼泪。” 卡拉买提说，“但是
她适应能力很强，沉得住气，从来不抱怨，

很快就进入了志愿者的工作状态。”

冯卓怡说：“脚踩在喀什的土地上才
发现她的美。第一次看见高台民居，发现
里面蕴含着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从那
时起，我学会少说话，多观察。”

留新疆：干点事情回报新疆
来新疆之前，冯卓怡一直认为“新疆

需要我”，却没有想到新疆带给她的感动
更多。“服务不是单方面的， 服务西部的
同时，西部也教会我们很多。从另一个侧
面看，西部不正‘服务’着我们的人生，让
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丰盈吗？”她说。

为了让自己更快更好地融入当地生
活，冯卓怡喜欢跟当地维吾尔族朋友逛巴
扎。符合胃口的民族小吃最先俘获了她的
“芳心”，她常跟朋友卡拉买提去当地维吾

尔族人开的店里吃东西，跟他们学维语。

“她发自内心地想要了解和接触少
数民族的风俗文化， 也喜欢跟当地的维
吾尔族交朋友。 现在她可以用地道的维
吾尔语跟老板交流点餐了。” 卡拉买提
说， 当地的维吾尔族朋友给她取了一个
响亮的新疆名字“卓玛古丽”。

和冯卓怡共事的同事邵华说：“冯卓
怡热爱生活，她用相机把喀什拍得很美。

在她的
ＱＱ

空间， 有很多关于新疆的照片
和文字， 她通过自己所见所闻给外地的
朋友讲真实的新疆。”

志愿服务期结束后，是去是留？冯卓
怡的心里早已有了答案。“我在这里结识
很多朋友。我想留下来做点事情，更好地
发挥自己的价值。”她说。

跟家人沟通后，冯卓怡决定留在新疆。

她告诉爸妈“如果我能解决个人问题，你们
就放心， 我就不回去了”。“我的择偶标准
是，找一个军人，家是新疆的，这样即使他
转业了我们也不离开新疆。” 冯卓怡说。冯
卓怡很快结识了现在的丈夫周南， 一位喀
什军人，实现了成为“新疆媳妇”的梦想。

２０１３

年，志愿服务期结束时，冯卓怡
为了留在新疆， 以综合成绩第一名的成
绩考取了乌鲁木齐公务员。离开喀什，冯
卓怡很舍不得。

返南疆： 不是每朵花都要长成玫瑰
才漂亮

来到乌鲁木齐， 工作环境和待遇要
比在南疆喀什好很多。但是，由于接连发
生的暴恐案件， 冯卓怡的亲戚朋友不止
一次劝说让她离开。

冯卓怡淡定之余还是有些沮丧：“我
平时给大家介绍新疆的各种美，各种好，

一旦出了恶性事件， 就让我觉得前面的
证明宣传都白费口舌了。”

于是， 她向组织递交了申请重返喀
什工作的志愿书。 冯卓怡告诉记者：“我
所做的就是想打破外界对新疆固化的印
象，可只是说说也觉得苍白，于是我决定
申请回到南疆喀什去， 用实际行动来证
明我所说的。”

很多人对她做出重返南疆喀什的决
定不理解，但冯卓怡认为，她的决定和千
千万万青年的选择一样普通。“有人选择
在东部发达城市打拼， 有人选择在西部
边疆奉献，这都是实现自己价值的渠道。

不是每朵花都要长成玫瑰才漂亮嘛。”

冯卓怡说， 新疆是一个有前景的大
舞台，她不仅要见证新疆的发展，也希望
通过自己的力量参与新疆的发展。

（新华社乌鲁木齐
６

月
８

日电）

“最不愿看到不按科学规律办事”

——— 对话９４岁稀有金属冶金专家李东英院士

上了九十岁的老专家还在思考么？ 近一个
世纪漫长岁月哪些已淡忘，哪些刻骨铭心？如此
资深的老院士怎样对待退休与工作？

６

月初，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我国稀有
金属工业的开拓者之一、

９４

岁的中国工程院院
士李东英在整整一个小时的访谈里， 用本色把
记者的问号一一拉直。

“人，要满足喜欢你的人对你的期望”

记者：您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倡导“五
新”：信息新、装备新、发展思路新、项目新、人才
新？

李东英：是的。要有新信息，新思路。“五新”

里最关键的是人才新。

记者：您最想对年轻科研工作者说什么？

李东英： 人到这个世界上来， 应该有所作
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没有意义。这是我的人生
观。怎样才能有所作为呢？人无完人，应该用其
所长，避其所短。找到国家需要和自己所长的结
合点。 然后在这条道路上努力， 对国家有所贡
献。

人，要经常满足喜欢你的人对你的期望，这
是我经常考虑的。

记者：谈到新思路，人们说您是把稀土应用
到农业领域的第一人。

李东英：稀土农用的确是咱们国家的首创。

上世纪
６０

年代稀土主要用于冶金和在石油化工
上作接触剂。当时粮食紧缺，我们有意识地往粮
食、经济作物上用稀土元素。当时也有人说，国
外没把稀土用于农业， 好像国外没用咱们用就
奇怪了。实践证明，稀土元素的应用提高了农业
产量。稀土农用延续至今。

“最不愿看到不按科学规律办事”

记者： 您组织攻克了
３０

多种稀有金属的生
产工艺技术，研究开发出用于“两弹一星”等国
防建设急需的新材料； 提出攀枝花钛资源开发
和应用推广的技术方案与技术政策……什么支
撑您为有色金属、 稀有金属的科技进步和生产
建设做出此番贡献？

李东英：要把事情做成，发现规律很重要，

尊重规律更重要。尤其制定的政策要符合规律。

最不愿看到的就是不按科学规律办事， 给国家
带来各种损失。

记者：我国稀土产能过剩？

李东英：过不过剩，事在人为。这个要遵循
国内国际市场规律，市场上不划算，就少生产。

乱采乱挖乱出口不合规律。

有些人把稀土神化了。我国稀土资源丰富，

但不是只有中国有。别国也有，而且品位比我们
还好。要看到一点，是谁用稀土谁占便宜，不是
谁卖稀土谁占便宜。因为稀土有优良性能，带来

很高效益。

“求学和攻克难关最难忘，留学、改专业完
全听从国家需要”

记者：

１９３９

年您考入北京辅仁大学物理系，

中间为何休学几年？

李东英：当时得结核病休学，从沦陷区到大
后方。从北京坐火车到开封，在开封“偷渡”被日
本人占领的黄河，经郑州、洛阳、西安、宝鸡到广
元，最后坐船到重庆，在南山中学教书。抗日战
争胜利后回到北京。

１９５１

年东北工业部安排
８０

多个人到苏联学习， 我学选矿。 第二次留苏是
１９５６

年至
１９５８

年。建国之初，我国只能生产
８

种
有色金属。到

１９５７

年，有
４０

多种稀有金属不能生
产，是空白。所以我改了专业，在苏联稀有金属
研究院学习。

记者：您什么时候最开心？

李东英： 看到自己研发的材料服务国民经
济建设和国防，自己的建议主张被采用，并在实
践中发挥作用的时候最开心。

记者：

１９７８

年您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奖励
您试制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液体黄药。

李东英：

１９４９

年
７

月
１

日，党的生日，我从抚
顺到沈阳有色局。当时各矿黄药都没了，好几个
月搞不出来，紧急开会研究。我在会议室门口路
过，被喊进去讨论。我判断是技术路线有问题，

两个星期搞出来了第一批液体黄药。 基本生产

工艺沿用至今。

“人不在一线，不能自以为是。但国家觉得
还有用，我不回避。”

记者：您如何看待院士退休？

李东英： 退休了就退休了， 应该有自知之
明。因为不在一线，对一线情况不了解。不能自
以为是，不是说你说的话别人都得听。我尽量不
参与各种活动。

但有一样，如果国家认为我还有用，有研总
院需要我，我也不会回避。不客气地说，工作我没
停止过。一般

６０

岁退休，但是我
６０

岁时根据国家三
大资源综合利用的需要开始了新的工作。近年工
程院有个战略咨询研究，跟我有关，我参加了。

记者：采访一小时了，很高兴看到您精神这
么好，祝您健康。

李东英： 我
９４

岁了， 精力不够用了。 不久
前，中国科协、科技部代表国家收集历史资料。

我把上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９０

年代的笔记、资料让他
们一车拉走了。他们管理比我好，我没什么舍
不得的。老伴岁数也大了，我们在康复中心生
活。有研总院给了我们很好的照顾，感谢。祝大
家都健康。

（新华社北京
６

月
８

日电）

践行核心价值观

全国部分地区2014年高考结束

6

月
8

日，全国部分地区
2014

年高考结束。据统计，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
939

万人，较
2013

年增加
27

万人，增幅
3%

。全国
高校计划招生

698

万人，其中本科
363

万人，高职（专科）

335

万人。

在郑州为民中学考点，一名家长为刚刚结束高考
的女儿献花祝贺。 新华社记者朱祥摄

信阳日报社 宣 信阳日报社 宣

在合肥世界外国语学校考点，家长用手机等设备记录考
生走出考场的瞬间。 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在沈阳铁路实验中学考点，结束考试的考生合影留念。

新华社记者李钢摄

□

新华社记者余晓洁
□

新华社记者符晓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