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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上午，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合唱节颁奖典礼
在北京九华山庄举行，海曙区学生合唱团在来自世
界各地的308支合唱队中脱颖而出，捧回童声组和
少年组两个金奖，被评为A级合唱团。国际评审认
为，海曙区学生合唱团音色控制好，表演水准上佳，
国外评委打出了多个“good”。

创办于1992年的中国国际合唱节，是我国唯一
的国家级、国际性合唱类艺术活动，也是中国乃至
亚洲举办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国际合唱艺术盛
会。本届合唱节规模创历届之最。

海曙区学生合唱团也派出了史上最强阵容，一
团、二团共86名合唱团员分别参加了少年组和童声
组的比赛。一团作为少年组表演了《陌上桑》《五指
山的掠影》《胡马》三首曲子，久经沙场的他们从容
登上舞台，以饱满的情绪、动听的音色和丰富的声
部层次，一次次刷新评委的视听，两位外国评委更
是情不自禁地冲孩子们赞道“nice”。二团带着“初
生牛犊”的气场登上童声组的比赛舞台，表演了《月
亮粑粑》《猜调》《走进美丽，走进神奇》三首曲子，无
论是音色的饱和度还是乐曲演唱的张力都得到了
淋漓尽致的发挥。

海曙区学生合唱团成立于2010年，是海曙区教
育局主办，海曙区青少年宫承办的公益性青少年艺
术社团。指挥方红军老师说：“合唱团现有团员200
多名，目前已有合唱一至五团。团员多是经海曙区
各中小学校选拔而来，这次比赛就是希望孩子们在
高级别的舞台上多历练快成长。”

吴彦 倪小燕 池瑞辉

最美童声唱响北京

海曙学生合唱团
国际合唱节捧回两个金奖

海曙区学生合唱团一团在比赛现场。

戎骁：家里曾经有长辈作为知青在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前往新疆，所以我一直向往着能在新疆工作生活，在这个时代能去重

温、去体会曾经的奋斗和拼搏，去感受、去了解现在的发展和进步，必定
也是一种幸福。

吕培芬：从海滨之泮到茫茫戈壁，跨越万里我来援疆，我只能给你一滴
露珠，涓涓清流需要你自己去挖掘；我只能给你一树绿荫，森森丛林需要你
自己去栽种。

沈丽金：我曾给孩子读过很多关于追逐梦想，敢于承担与付出的故事，
我渴望借这些故事能让孩子拥有正确开阔的价值观。但是这些都敌不过我真
正去做一件跟梦想和责任有关的事，言传身教，让孩子真正体悟到什么是大
爱和勇敢。

陈华童：在这里，我感到一种力量，从脚下的大地和头上的天空，从身
边的每一棵草和每一滴水，涌进我的身体。我愿微笑着，将援疆岁月打磨成
人生中最美的风景。

陈卫君：选择了援疆就选择了吃苦，就选择了奉献和寂寞，我虽身在天山
行，梦中寻亲人，心里永挂念，留下甬库情，但我对这段援疆路无怨无悔。

杜振宇：虽然指挥部和学校食堂的饭菜丰盛又可口，但总忘不了家乡的一
口咸菜。

胡炜：因为援疆，我开启了追梦之旅，领悟了雪莲胡杨之美，点亮了人生之光。
黄红高：援疆是一段经历，是一份骄傲，是一种精神，给人生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吴彦 严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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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学生正跟着海曙
区章水镇的面条师傅学做传统手艺切面，传承传统
技艺。 在炎炎酷暑中，该校11名大学生来到章水
镇，寻访当地传统文化、探索乡村的振兴之路。大
学生们还将进一步为当地生态旅游业的发展推广
宣传。 吴彦 郑聪 摄

库车发来感谢信，向援疆团队表谢意

宁波“组团式”教育援疆
给库车教育发展带去新活力

最近，宁波市委教育工委、市教育局收到了一封来自新疆库车县的感谢信。这封信里，不仅传
递了库车县今年高考取得的好成绩，还向宁波市选派的第九批“组团式”教育援疆团队和宁波市全
体教育工作者表达感谢。近年来，宁波的“组团式”教育援疆模式给库车教育发展带去了新活力。
在第六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上，宁波“组团式教育援疆工作”被点名表扬。

宁波市第九批第一期共有援疆教师15人，来自全市15所特色示范学校，是宁波市派出援疆
教师学历最高、人数最多、学科最齐全的一次。自去年2月入疆后，团队扎根库车二中，初步形成
了可复制、可借鉴的教育援疆“宁波模式”。

一年多来，团队以姚仁汉老师为楷模，通过了解事迹、宣讲故事、学习精神，秉承姚仁汉老师
恪尽职守、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南疆地区舍家报国、倾情援疆。

团队充分发挥援疆教育人才桥梁纽带作用,积极打造线上、线下两个“姚仁汉名师工作室”，为
当地教育注入新活力。线上探索实施“互联网+教育”模式，打造“姚仁汉网上名师工作室”，将宁波
最先进的教育教学资源及时向库车二中传送，双方教师可以通过互联网探讨交流教育教学，实现
教育资源共享共用，网络培训教师3000余人次。线下以“姚仁汉名师工作室”为依托，25名园丁工
作室成员与15名援疆教师采取团队带团队、专家带骨干、师傅带徒弟等方式，结成师徒对子。援疆
教师还结合学校实际，创新性开展课堂教学主题式研讨、集体备课、推门听课等活动，手把手辅导
青年教师。一年多来，工作室成员开设讲座342场，公开课402节，培训各类教师达6510多人次。

通过一系列讲学和“导师带徒”活动，为库车二中精准打造教育教学“有担当、有作为、有口碑、
带不走”的坚骨干力量。通过“科室带科室”方式，学校教育管理水平全面提升。15名援疆教师与63
名青年骨干教师签订帮带责任书，指导帮带对象荣获县级以上各类奖项26次。选派87名青年教师
赴宁波顶岗锻炼，邀请64名宁波名师到库车短期交流，培训青年教师4000余人次。

据悉，2017年12月，教育部等四部委印发了《援藏援疆万名教师支教计划实施方案》，2018
年,首批向西藏、新疆新增援派教师4000名。宁波共派出60名中小学教师到西藏和新疆开展援
藏援疆工作。其中，援疆教师59名。这些新增选派的援疆教师也将“组团式”去到幼儿园、小学、初
中、高中、职高进行支教，届时，宁波“组团式”援疆在库车县各学段将实现全覆盖。仅2014—
2017年，就有228名宁波市优秀校长和教师赴南疆支教、送教。

15名教师库车“组团式”教育援疆

援疆期间，两地师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陈微妹是库车二中的援疆教师，援疆期间，她联合
宁波市同济中学“妈妈团”，给库车县比西巴格乡博斯坦一村捐赠了400套冬装和鞋子，并自付
2000元运费。通过陈微妹介绍，同济中学薛胜燕老师与库车二中贫困学生穆巴热克·艾斯卡尔
结成了帮扶对子，每月资助她500元。薛胜燕本来想生二胎，自从与穆巴热克·艾斯卡尔结对后，
她说自己在库车县已经养了个“二孩”，以后就当自己的孩子了。两人频频通过微信来往，亲得
像母女一样。

宁波援疆教师王学先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前夕，在吐鲁番实习过两个月，那是他第一次到
新疆，他心里一直有个愿望，希望毕业后有机会再来新疆。2016年12月，当他得知学校要派出
一名地理老师去库车县援疆，即使妻子即将临盆，他还是主动报了名。

2017年3月5日，他告别病中的岳父和刚做完剖腹产手术的妻子与孩子飞到了库车。今年
5月，他带着库车县二中的徒弟回宁波参加教师带徒交流，回到家里，女儿一直盯着他看，却不认
识父亲了。没几天，王学先又风尘仆仆地赶回了库车。

据悉，“组团式教育援疆”团队获得“宁波市青年文明号”，15位援疆教师分获“阿克苏地区优
秀援疆人才”“库车县优秀援疆人才”“库车县优秀援疆教师”等荣誉称号。

每个老师背后都有打动人心的故事

大学生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