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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万人援疆计划”北仑
援疆支教团的 4 名支教老师，结
束了为期一年半的援疆工作，告
别“第二故乡”库车，返回了北
仑。历经 400 多个日日夜夜，在
新 疆 大 地 ， 留 下 了 不 可 磨 灭 的

“北仑印记”。王挺是其中一位支
教老师。

2019 年 11 月，王挺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申请援疆支教。虽然

“ 先 斩 后 奏 ”， 但 是 家 人 全 力 支
持。更令他感动的是，9 岁的儿
子说：“爸爸，我会像男子汉一
样，尽可能地帮妈妈分担家务！”
家庭的坚强后盾，让王挺更加坚
定了跨越山海，去履行支教使命
的信念。

受疫情影响，虽一时不能远
赴新疆，但他提早和尚未谋面的
新疆学子云端互动，以“艺”抗
疫。每天 12 小时，哪怕口腔溃疡
严重，也坚持不辜负童心，利用
示范图为学生提供辅导。在新疆
疫情反复却缺乏有效心理辅导机

制之际，他第一时间牵线搭桥，
把 心 理 健 康 教 育 从 北 仑 带 到 新
疆，惠及 3000 多名师生家长，筑
起一道暖心屏障；他建起暖心书
吧，4000 册图书落户库车市阳明
小学，让新疆孩子读上了“北仑
的书”。他深信，在万里援疆中较
真碰硬，方能体现一名党员干部
的担当。

2020 年 4 月 26 日，飞机降落
在 库 车 龟 兹 机 场 ， 王 挺 终 于 成
行，来到了新疆库车，实地开展
支教工作。这位 80 后教师和自己
作了一个约定，决心用自己的绵
薄之力，倾力帮扶库车学子，如
同那一代代的援疆前辈，在新疆
留下属于自己的暖心印记。

2020 年，宁波市援疆指挥部
“文化润疆”拳头项目国家通用语
言牌推广工作启动，王挺作为研

发团队成员之一，独立承担了 54
张牌面的原创美工设计工作。

为充分平衡国学之美和生动
趣味，王挺和妻子探讨汉字的分
类，和儿子一起隔空游戏，研究
牌面的趣味性，最终攻坚克难，
完成了原创设计工作，受到当地
群众的欢迎。国家通用语言牌也
成了目前援疆指挥部唯一申请国
家专利的成果。

王挺发挥自己的特长，在库
车乌尊镇农村开展书法教育，库
车乌尊的孩子们第一次体验到了
宁波风味的书法课，深深感受到
了甬库一家、团结友爱的美好情
谊。该校也以此为契机，建立了
库车农村第一个书法教育品牌，
助力“文化润疆”工作。

为了让党史学习教育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王挺率先尝试将

党史教育渗透进学科教学，和学
生一起“画着学习党史”，得到浙
江教育报的关注和报道。

2021 年 5 月，王挺经过层层
选拔，代表库车市参加阿克苏地
区首届微党课比赛，以 《发扬斗
争精神 彰显新一代人的担当》
为题，挖掘党员干部和援疆人的
鲜活事例，讲述家国情怀和时代
精神，获得了大赛国语场第一名
的佳绩。

在精准把握“文化润疆”的
切入点上，经共青团库车市委、
库车市教科局、少先队库车市工
作委员会批准，他成立了库车市

“王挺少先队名师工作室”，这也
是北仑教育人在新疆设立的第一
个名师工作室，为当地少先队工
作翻开了崭新的篇章。

一段援疆路，一生援疆情。
“援疆工作虽然平凡但不渺小；我
相信，无悔和青春书写的将是生
命的意义。”王挺说。

（蒋炜宁 杨阳）

王挺：不忘初心，支教情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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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德高为师，身正为
范。”这些年来，一批批
宁波教师奔赴全国各地支
教，为那里的教育输入

“宁波元素”、贡献“宁波
力量”。他们有的在千里
迢迢的新疆、西藏、贵
州、吉林等地支教，有的
在省内的丽水、舟山等地
陪伴孩子们成长。他们认
真教书，向孩子们传授知
识，同时还关注许多“教
书以外的事”，比如积极
牵线搭桥，携手宁波热心
人士为当地孩子们解决生
活方面的后顾之忧。他们
化作一盏盏指路的明灯，
引领孩子们健康成长，在
他们心中留下了温暖的记
忆……在年复一年的支教
接力中，宁波众多教师通
过支教的方式架起了经济
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
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
连心桥，为当地的孩子们
点亮了“知识改变命运”
的希望之光。

“我主动申请延长支教时间
至 6 个月，真诚希望能把我们海
曙区先进的学校管理方法、教育
理念和教学手段带给他们⋯⋯”
7 月上旬的一天，海曙区 3 名支
教老师手写 3 封“请战书”，志
愿向组织申请延长支教时间，为
对口帮扶地区四川省凉山州喜德
县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今年以来，海曙区委组织部
与区人社局积极联系喜德县，深
入摸排当地专业技术领域薄弱环
节，并对接当地对教育、卫健方
向的专技人才的需求，以“订单
需求”方式精准选派首批 12 名
专业技术人员前往喜德县开展针
对性协作帮扶。其中，教育与卫
健领域各 6 名，于 7 月初前往喜
德县开展帮扶工作。

一抵达喜德县，几位老师就
参观学校、了解当地教育发展现
状，深切感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
情。“在社会各界的援助下，喜
德县中学的硬件水平与不少经济
薄弱地区相比已经不错了，但教
育管理等‘软件’还有很大的提
升空间。”支教老师杨水荣以喜
德县中学为例介绍，该校初、高
中部合计超过 3600 人，但全校
只有 200 余位教师，其中 32 位为
支教教师，师生比例为 118，
平均每位老师一周课时高达 18
节，工作压力与强度极大，授课
质量不免受到影响。

这让杨水荣老师十分担忧，
考虑到自己原本的支教时间只有
1 个月，短暂的时间无法帮助学
校摆脱现状。于是，他与另两名
支教老师茅斌、唐锡平商量，欲
延长期限至 3 个月到 6 个月。没
想到大家一拍即合，认为“多待
一个月，就能帮学校多缓解一个
月的教学压力。”

在考察期间，支教老师们还

进行了家访，了解当地家庭的教
育理念与现状。“多年前，当地
老师得挨家挨户‘请’孩子们来
上学，如今随着不少优秀学子学
成归来为家乡带来改变，许多家
长逐渐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来自宁波市第十五中学的支教老
师吴江说，他们在考察期间发
现，当地学生学习强度并不比沿
海地区低，学生们一般早上 6 点
多起床早锻炼，一天学习结束要
到晚上 10 点多。

“孩子们这股勤奋刻苦的劲
儿让我们十分感动，相信在专业
引导与管理下，能够充分挖掘当
地孩子们的学习潜力。”前往支
教的老师们纷纷表示，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愿意多留一段时间，希
望能在教研体系、教学方式、爱
心结对等方面为当地提供帮助。

“今年是海曙区与喜德县第
一年开展东西部协作，希望海曙
区的专技人才为喜德县的教育事
业输入新鲜血液，让当地的孩子
也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
海曙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曙区向四川凉山州喜德县
选派教师是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
关于东西部协作的统一部署的重
要举措。本次选派的 6 名优秀教
师中，支教 18 个月的有 1 名，支
教 7 个月的有 2 名。另外 3 名短
期支教老师的个人请战获批准
后，均延长了服务期限至 3 个月
到 6 个月。他们积极发挥支教教
师在教育教学理念、课程建设、
教科研等方面的传帮带作用，促
进两地教育资源优势互补、共赢
发展。

据悉，这样主动请战要求延
长支教时间的宁波教师每年都
有，他们在西藏、新疆、贵州和
延边谱写了一首首宁波教育人的
奉献之歌。

海曙老师主动请战
延长支教时间

去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支教是
鄞州职教中心陈王玲老师从事教
育事业以来的一个梦想。去年，
这个梦想终于得到了实现。过了
一年半时间，陈王玲所负责的库
车中等职业学校高考班升学率升
至 90%，创该校历史纪录。

援疆第一个月的一天，午餐
时分，陈王玲发现有数位学生在
教室里看书，没去吃饭，询问之
后才知道，原来这几个学生因为
家庭原因生活费都是靠自己周末
去果园帮忙除草、采摘赚来的。
当时因为疫情原因，库车中职放
假时间调整，原来每周的双休改
成一个月休息两天，于是他们失
去了这一收入来源，家里给的生
活费只够每天吃两顿饭，所以这
几个孩子都只吃早饭和晚饭。问
他们中午饿的时候怎么办，学生
毛拉肉孜说，“老师，我们多喝
点水。”斯拉吉丁说，“有时早饭
吃馕，我们就留一点。”得知情
况的陈王玲老师感到很心疼。此
后，她每月给这些孩子 100 元用
来购买午餐，但这样的孩子这个
班级有、那个班级也有，她个人
的力量远远不够，怎么办？于是
她向派遣单位——鄞州职业教育
中心学校求助，着力搭建鄞州职
教中心与库车中职友谊之桥。鄞
州职教中心捐赠善款 26000 元帮
助库车中职 43 位品学兼优的贫
困学子，陈王玲则资助其中 2 位
品学兼优学子每年各 1500 元的
生活费。

这一年的支教当中，陈王玲
把爱无私奉献给了新疆库车的学
生们，库车中职的孩子看到陈王
玲老师，常常会亲切地叫上一声

“陈妈妈”。
库车支教期间，陈王玲老师

一直在思考如何在一年半时间里
留下一笔离开时带不走的资源？
为此，她在上课之余参与中职教
师考核听评课 50 余次，多次开
展讲座，培训教师 240 余人；走
访企业、摸排学生实习情况，根
据企业需求制定出了适合库车中
职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实训课程的
开设方案并建设相关实训场地，
申请到阿克苏地区库车中职物流
实验室建设资金 476 万元。

同为鄞州职教中心教师的丈
夫杜丙科在家既当父亲又当母
亲，照顾年幼的女儿。上班时他
要管理班级 49 个大孩子，下班
后时间则属于女儿，只有等女儿
熟睡后的深夜才是他自己的时
间。在这一年半内，他利用碎片
时间积极准备，在市级以上教学
大赛中荣获一等奖。

陈王玲坦言，沉下心融入当
地做事的经历非常美妙。她希望
两人能趁孩子小家里有人管，一
起去新疆再为当地的教育做点
事。

今 年 五 月 末 的 一 个 午 后 ，
“共建宁兹”奖学金捐赠仪式在
新疆库车市阿克吾斯塘乡中学举
行。本次捐赠由宁波援疆支教团
毕恋珍老师牵线，宁波爱心人士
李先生将连续为该中学学习成绩
优秀的贫困学子捐款 3 年，每年
出资 3 万元。

这次爱心捐赠缘于去年 12
月，毕恋珍老师随宁波支教团来
这所中学听课，得知学校部分学
生家庭仍有一定经济压力，她萌
生了帮帮孩子们的念头。于是在
春节返甬期间的一次朋友聚会
上，她说起支教时的所见所闻，在
场的李建宁先生被她的讲述深深
感动。于是，就开启了这段善缘。

捐赠仪式上，代表宁波李先
生出席的毕恋珍介绍了“共建宁
兹”奖学金的设立初衷，她激动
地说：“此刻，看着你们充满热
忱和渴望的眼神，我更加感受
到此次活动的意义。外面的世
界 很 辽 阔 ， 外 面 的 世 界 很 精
彩，希望你们可以在爱的滋养
下，靠着自己的勤奋努力，走
向远方，走向精彩的世界，成
为一个闪闪发光的人，成为一
个有能力使自己幸福，有能力奉
献社会的公民！”

此前，由毕恋珍老师牵线搭
桥的奖学金捐赠活动，已进行了
两次。一次是由肖先生捐赠设立
库车市墩阔坦镇中学“肖迎巍
来”奖学金，另一次是由蔡先生
捐赠设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
师十一团中学“小胡杨助学金”。

据了解，3 次捐赠数额共计
27 万元。

鄞州老师成了
库车孩子们的“妈妈”

对口支援，是党和国家的
重要战略决策。支教，对于宁
波 教 师 来 说 由 来 已 久 。 近 年
来，宁波支教教师派出规模越
来越大，外派支教人员从骨干
教师，拓展到各类各级学校的
管理人员；学段和学科门类越
来越齐全，从幼儿园、小学到
初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和
技校也参与其中，一些在甬高
校特别是高职院校教师也纷纷
加入支教队伍，支教工作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

目前，我市承担着 8 省 11
地 32 个区县的教育对口支援工
作。据统计，近三年，全市每年
有近 500 名老师在省内外支教。
从 2011 年至去年初，我市共选
派了 173 名援疆教师、2 名援疆
干部、9 名援青教师、23 名援藏
教师参加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其
中第九批共选派了 1 名援疆干
部、74 名援疆教师，是我市历年

来一次性选派支教教师人数最
多的一次。我市派出的支教教
师都是教学骨干，各方面综合
素质突出。这些教师老中青结
合，90%来自省二级以上特色
示范学校，覆盖全部高考科目。

近 3 年，奉化区共选派 46
名优秀教师前往吉林省延边州
珲春市、安图县，新疆库车，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甘洛县
和丽水市缙云县等地开展支教
工作；鄞州区先后派出 61 名教
师，远赴新疆库车和吉林延吉、
和龙支教，目前仍有 6 名教师在
库车、7 名教师在延吉、16 名教
师在和龙开展支教帮扶。

山海有情，岁月不老。在
祖国各地，宁波支教教师们奉
献了光与热，把爱的种子撒播
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把个人
事业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新征程，共同努力推动各地教
育事业科学发展。

支教接力棒
宁波教师代代相传

记者记者 蒋炜宁蒋炜宁 通讯员通讯员 王亚达王亚达 池瑞辉池瑞辉
摄影摄影 蒋炜宁蒋炜宁 杨阳杨阳

在库车支教的宁波老师黄海霞在库车支教的宁波老师黄海霞 （（左左）） 在电台直播间讲课在电台直播间讲课。。

支教老师王挺在上课中支教老师王挺在上课中。。

宁波支教老师刘杨在安图县第二实验小学上校级公开展示课宁波支教老师刘杨在安图县第二实验小学上校级公开展示课《《四小天鹅舞曲四小天鹅舞曲》。》。

北仑支教老师和当地孩子们在一起北仑支教老师和当地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