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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帮扶，受援地变化显著

“感谢宁波给当地教育带来的显著变化。”这是三个
受援地教育行政部门的共同感受，情真意切，数据翔实。

宁波与贵州的扶贫协作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渊源
深，基础好。交流会的首位发言人是黔西南州教育局党
组书记、局长梁喜明，他一开篇就罗列一串扎实的数据：
在宁波市教育系统的关心和支持下，累计帮扶资金达
7000多万元，培训教师超过5万人次，组团式帮扶中心
校结对128所，已完成对黔西南州所有乡镇街道中心校

“一对一”结对全覆盖，采取以中心校为单位与宁波结对
的模式，实现了对辖区内中小学全覆盖的组团式教育帮
扶目标。

延边州对口帮扶虽然启动时间不长，但是势头喜
人。据延边州教育局副局长黄泽峰统计，宁波提供无私
援助，全方位协作，全要素支持，迄今已实现互访对接
120余人次，惠及1.2万名教师，得到资助976万元。

丽水市是宁波市在省内的对口支援对象，这些年“问
海借力”，教育发展迅速。在点对点帮扶过程中，今年重
点做好名师名校结对培训、教师支教、学校结对交流、项
目资助等工作。仅2019年，已到位教育资助资金250万
元。

在学校负责人发言时，记者了解到，近年来职业教育
在对口援助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不少建档立卡贫困学
生通过以“1+X+1”等模式，到宁波学习技能，参加企业
实践培训。以贵州到慈溪学习的中职学生为例，他们在
企业的实习工资能拿到4000余元。

宁波医生巧手缝合
保住藏族老汉一只手

本报讯（记者 孙美星 通讯员 庞赟）宁波医生支援西藏再立
新功。近日，宁波大学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董平在西藏比如县
人民医院开展了该县第一台肌腱缝合术，为一位藏族老汉保住了一
只手。

不久前，家住比如县的藏族老汉扎西在劳作时，不小心被剪刀割
断了左手手指肌腱，鲜血从他的伤口处涌出，老人感到一阵钻心的疼
痛，大声向家人求救。家人赶紧将他送往比如县人民医院急救。

正在比如县人民医院开展援藏工作的董平闻讯后，立即赶到急诊
科。被割伤的扎西躺在病床上，虽然他手臂上临时绑着绳子止血，但
裹在左手上的毛巾仍被鲜血染红。因为失血过多，扎西非常虚弱。

作为有着十几年骨科临床经验的资深医生，董平检查确诊老汉
是左手拇长伸肌腱断裂，由于失血较多，情况很危急，必需立即手
术，否则这只手很可能保不住。然而当地医生从来没有做过此类手
术，一没经验，二没器材。

“由于不曾开展过这种手术，当时县医院手术室连手术必须要
用的止血带也没有，幸好几天前刚采购的一批正好到货，我们马上
去库房找出来并临时组装，现装现用。”董平表示。

术中，董平主刀，带领当地医生一起，用临时组装的止血带止血
后，着手对扎西手指上断裂的肌腱进行了修复缝合，随后用纱布对
伤口进行加压包扎。

修复缝合细微的肌腱是个精细活儿，手术团队历时1个多小时，
终于为扎西缝合好断裂的肌腱。目前，扎西的手指恢复如初，他也
为宁波医生精湛的技术竖起了大拇指。

华茂“彩虹之家”架起“扶贫桥”

点亮新疆孩子求学梦
本报讯（记者 陈晓旻 通讯员 李小赟）昨日，一辆满载着课

桌椅、音美教学设备、体育活动器材等价值近30万元物资的爱心
运输车从宁波华茂集团总部缓缓驶出，开往新疆库车县乌尊镇色
根苏盖特小学，那里即将筹建第十座华茂“彩虹之家”。

色根苏盖特小学始建于1936年，拥有21个教学班级、917名
在校生、36名专任教师。由于条件有限，目前该校的绝大部分课
桌椅、体育活动器材破败不堪，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日常使用，音
乐教室、美术教室也因缺乏专业设备，长期处于空置状态。

为此，“华茂·彩虹计划”在腾讯99公益日活动中发起了“筑
梦新疆彩虹之家”项目，动员员工、师生及家长进行爱心募捐，活
动当天仅上线5个小时便圆满告捷，累计筹款达15万元，通过爱
心接力为新疆孩子托起求学梦。

华茂集团社会责任部部长、“华茂·彩虹计划”总执行林薇薇
表示：“宁波是一座爱心涌动的城市，我们希望通过爱心集结，让
涓涓善举汇聚成海，为新疆的孩子们送去远方的温暖和祝福。”

据悉，华茂“彩虹之家”由华茂教育基金会发起，旨在帮助留
守儿童集中的贫困地区学校完善图书室、音乐教室、美术教室等
基础建设，倡导关注留守儿童的精神世界和艺术需求，传递温暖
正能量。

微光汇聚，温暖同行。从2016年起,“华茂·彩虹计划”已覆盖
贵州黔东南、吉林敦化、贵州贞丰、云南鲁甸等地区。此后，该项目
将继续扩大助学帮扶成果，通过公益之旅、彩虹助学、绘画大赛等
活动持续浇灌山区孩子的读书梦，让“彩虹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念好“协作经”同谋“升级版”
宁波与对口支援三地召开教育对口支援工作远程视频交流会

昨天上午，宁
波市、贵州黔西南
州、吉林延边州、丽
水市教育对口支援
工作远程视频交流
会议召开，其中宁
波分会场设在效实
中学（白杨校区）。
四地12名资深教育
人，通过网络就近
年来东西部扶贫协
作、山海协作教育
对口支援工作发表
感言。不仅分享了
“东西部协作”和
“山海协作”系列成
果，还对未来进一
步深化合作提出了
“升级版”的期待。

授人以渔，扩大受益面

随着宁波与对口支援地的协作不断深入，我市在帮
扶规模、层次、惠及面及精准度方面又上了一个台阶。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至今，市级层面已协调接收
延边州4批次160名校（园）长、教师，2批次黔西南州80
名校长、教师来甬挂职培训。组织3批次名校长名师赴
延边州、黔西南州送教，受训人员达3450人。

培训方式不断创新，如今年8月21-22日开展远程
直播培训，集中参训教师3.4万人，其中黔西南州2.4万
人，延边州8000人，丽水市2000人。同时，各结对区县
（市）对黔西南州、延边州也积极开展51批次培训送教活
动，受训人员3670人。

目前，宁波东西部扶贫协作结对学校达374所，其中
与黔西南州结对学校达到311所，实现与黔西南州各乡
镇街道中心校的全覆盖，与延边州结对学校达到63所，
覆盖从幼儿园、义务段、普高、职高到高校等各个层次。

在精准对口支援工作中，宁波涌现出了不少优秀教
师及经典助学模式。比如慈溪杨贤江中学的黄百央校
长，主动要求到兴仁凤凰中学担任为期一年的“第一校
长”，她把“德育生活化”的先进教育理念带到了贵州，建
起党员先锋驿站和班主任工作室，留下二十几万字的帮
扶笔记，带出了一批优秀年轻班主任。

慈溪锦堂职高“安兴班”班主任叶洲波，两年来放弃
所有节假日，无微不至地关爱16名贵州建档立卡中职学
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安兴妈妈”。

记者 徐叶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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