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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贫 先 治
愚，扶贫先扶智。
2020 年是脱贫攻
坚的收官之年，
也是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之年。宁
波市承担了 8 省
11地32个区县的
教育对口支援工
作。在众多援疆
援 藏 援 青 教 师
中，涌现出了一
批先进典型。

他们的故事
是众多援疆援藏
援 青 教 师 的 缩
影，从中可以读
出每位老师背后
的辛苦付出和大
爱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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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阳光艺术幼儿园 王利盛
带着家人嘱托援疆
未能看老父亲最后一面成她心底的痛

宁波市第四中学 孙军
一年半又加一年半
他在雪域高原
教育“造血”

尽管已在拉萨支教两年，但暑假回宁波半
个多月再返回拉萨的孙军老师，依然面临着严
重的高原反应。“这几天晚上总头疼，睡不大
好。不过比起两年前刚来那会儿，整夜整夜睡
不着觉，还是好多了。”

这是从海拔10米不到的宁波市区，到海
拔3600米的拉萨堆龙德庆区乃琼镇，所带来
的身体上的不适。但这种不适，丝毫没有阻挡
孙军老师援藏的脚步。就在第一轮一年半援
藏结束以后，因为负责筹建的实验室还没建
完、因为带的徒弟还没出师、因为在编的校本
教材还没编完、因为割舍不下还剩半年即将
毕业的学生，孙老师申请了新一轮的援藏工
作。这个学期，是他在拉萨那曲高级中学工作
的第三个学年。

80后的孙军，是宁波市第四中学生物老
师。因为援藏期间出色的工作，优秀援藏教
师、最美援藏教师、优秀导师等荣誉纷至沓
来，就如高原上盛开的朵朵格桑花。

不惧高原反应，为当地教育“造血”

2018年8月，孙军老师在得知首批“万人
支教计划”的消息后，克服家庭困难，毅然选
择报名。“报名参加援藏，一方面是想到外面
的世界看看，增长见识；另一方面，也想为偏
远地区尽一点自己的绵薄之力。”孙老师非常
感谢家人的支持，特别是妻子，他去援藏之
后，照顾女儿的重任就落在了妻子一人身上。
启程赴藏那天，10岁的女儿哭得泪如雨下。

“每一个选择都要舍弃一些东西，援藏对我和
我的家人来说，都是一种成长。”

入藏伊始，孙军老师就遇到了严峻的挑
战。气喘，心跳加快，连续一个星期每天早上
五点还未入睡，后面每天凌晨3点钟左右都会
因为头疼和口干舌燥而醒来，需要吸氧才能
缓解高原反应症状。冬天零下20摄氏度，教室
没有空调和暖气，只有宿舍有一个取暖机，冻
疮自然就来报到了。虽然日子过得提心吊胆，
但他以坚强的毅力进行着教育工作。

他积极参加拉萨那曲高级中学的“阳光
自主学习”课改活动，参与编制导学案、各类
试卷和电子辅导资料；根据当地历年高考实
情，开设如《三年高考分析及考试建议》等公
开课和讲座，将宁波高效科学的教学理念传
递到那高；在积极开展课堂教学改革的同时，
他还参加了研训班，进行了一对一的师徒结
对帮扶，听课指导，手把手传授徒弟格列桑保
和格桑金美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为那曲地
区教育“输血”“造血”。孙老师还与当地教师
一起制作了多个实验器具，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了学校生物实验室器材匮乏的局面。尤其
是在得知组内梅朵卓玛参加那曲市赛课和说
课比赛后，连续一周指导她上课和说课，每天
熬夜到凌晨一点多。梅朵卓玛老师最终在比
赛中获生物组第一名。

A
差不多两天一个线上师徒答疑，三天一次课

题立项推进指导，这个暑期，从新疆库车回到宁波
奉化的援疆老师王利盛一直都没怎么闲着。

“这几天，我还要和我的园长姐妹们碰个头，
看能不能通过甬库两地姐妹园互助的活动形式，
争取到更多的资源送到新疆库车。”采访王利盛老
师，她三句话不离本职工作，一心念着新疆库车的
学前教育。“打鸡血”的背后，不光是她对教育事业
的虔诚和热爱，还有对家人的深深愧疚。

女儿即将中考儿子未满周岁
40岁女教师坚持援疆

今年40岁的王利盛是土生土长的宁波奉化
人，说起当老师的缘由，王利盛笑了。

“你记得那张希望工程《大眼睛》的照片吗？
我就是看了那张照片，立下了当老师的志愿。”王
利盛说，渴望求知的明亮眼神，深深震撼了她。因
为她也是山村学生，明白教育改变命运绝不是一
句空话。

因为爱唱爱跳，王利盛中考时选择了师范类
学前教育专业。1998年毕业时，王利盛的幼儿教
师生涯就此开始。

她在幼儿教师的路上，每一步都踏实有力，
坚定执着。然而，那个大眼睛姑娘，仍不时在她脑
海闪现，她还有一个梦未圆。“我心里有一个支教
梦，这个梦不因为年岁渐长而淡忘，反而愈加清
晰了。”王利盛在日记中写道，得知宁波有援疆教
师的名额，没有犹豫，她立即申请报名了。

论实际情况，王利盛并不适合去援疆：女儿
马上要参加中考，早产一个多月的儿子未满周
岁。父母年岁大了，需要照顾，送医看病的时候并
不少，虽然姐妹有三个，但总各有事情要忙……

“身后一大摊子事情，确实捆得人迈不开脚。
但实际上，啥时候都有牵绊，最重要的是决心。”
王利盛说这话的底气来自家人的支持，尤其是老
父亲的鼓励。

“我爸爸是老共产党员，听说我要援疆但心中
有些许顾虑的时候，他第一个表态说父母不拖后
腿。”王利盛说，援疆背后是一个大家庭的付出。

创建西藏第一个通用实验室

为了响应自治区提出的“五个百分百目标”中
的“实验教学百分百实现”目标，让同学们真正走进
实验室，将书本上的生硬概念转化为真切的操作体
会，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通用技术操
作和生物实验能力，孙军老师和组内其他老师商量
决定创建西藏地区第一个通用实验室，同时优化学
校原有的生物实验室。在学校实验室设备陈旧、仪
器缺失等问题面前，孙军老师敢于创新，善于探索，
查阅了大量书籍资料、咨询众多学校，建设了符合
拉萨那曲高级中实际情况的通用技术实验室，并主
动承担了通用实验室的设计、器材购置、制度制定
等工作，并且编写了符合当地学情的通用技术校本
课程。作为生物实验室的辅导员，他根据新高考要
求，及时改进校原有实验室的设施设备，确保生物
实验室走在新课改的最前沿。他还结合自治区实验
教学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培训计划，通过备课组研
讨会、实验教学培训讲座、示范课、听评课等多方式
对受援学校生物组教师开展创新实验教育教学和
实验操作技能培训，取得了较大的成效，极大地提
升了学校老师的实验操作技能和教学水平。

今年，他更是担任了2个班的生物教学任务和
两个实验室的负责人，并继续不断探索适合当地教
学实情的科学教学模式。

最爱学生们的尊师重教

入藏两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是这里的学生和老师对我们的友好态度。”孙

老师说，与学生相处的一个个片段，充满了温暖。记
得有一次监考，孙老师嫌凳子冷不想坐，就站着监
考。没想到一个男孩子拿一块布上来，唰唰唰擦了
一遍凳子，响亮地说：“孙老师，您坐！”原来，这个孩
子以为老师嫌凳子脏不坐。“虽然生活很苦，但为人
师，很幸福。他们知道我肩膀不好，课间我站在门外
时经常跑过来给我捏捏，让我舒缓下，还相互嫌弃
对方手劲不够，争着要给我捏。”

当地老师们对援藏的老师也充满了尊重。今年
3月，孙老师从宁波返回学校，需要隔离14天。每
天，徒弟们都会到宿舍门口来问候一下孙老师，买
菜、送菜过来。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都是相互的，正是因为孙老
师全心全意的付出，也赢得了当地师生全心全意的
回报。

时间长了，学生们开始给孙老师取藏名，教他
说藏语，还教他唱歌跳舞。有时候，孙老师也会和学
生们一起跳跳锅庄。“虽然他们给我取的藏名还是
看不大懂，也不大会说，但他们的一片情意我感受
到了。”

2020年，拉萨那曲高级中学的高考成绩实现历
史最好，这里面离不开像孙老师一样的浙江援藏老
师们辛勤付出。孙老师说，如今在学校里支教的浙
江老师有30人，多的时候有50多人。孙老师的援藏
工作还有整整一个学年，这个学年，他带的是高一
新生。

最深遗憾
未能赶上老父亲最后一面

今年年初，审核通过，王利盛成了一名援疆
教师。就在这个时候，老父亲突生恶疾，得了皮肌
炎。

“当时奉化医生建议我们转诊上级医院，接
着就转送到宁波的医院，最后又到上海医治。”王
利盛说，上海医生对治疗充满信心，王利盛并未
把这次援疆当成和父亲的永别。

“我把父亲送到上海，根据医生对治疗的预
估，到我暑期回来的时候也差不多是爸爸治愈出
院的日子，他应该在家里等我了。”今年4月下
旬，王利盛带着父亲及其家人的嘱托，登上了前
往新疆库车的飞机。

在落地库车隔离的时候，她一边完成学习任
务，一边在支教团幼教组组长牟秀玲老师的统筹
安排下，完成相关的主题教学活动梳理、集体备
课、线上讲座等任务，此后，凌晨两三点睡觉成了
她的日常。

“最大改变就是爱‘捯饬’了，在奉化素面朝
天没问题，但是在库车，必须做好保湿与防晒工
作。”王利盛说，一开始因为水土不服，荨麻疹不
断，嘴唇一直处于皲裂状态，吃饭都张不开口，经
常是一道道血口子。

虽然远在新疆，王利盛总牵挂着病床上的老
父亲。“每天都会和爸爸视频，如果太忙没法视
频，我就录一个小视频发给爸爸，让他配合医生
积极治疗。”

5月21日，她试图和父亲视频连线，可一直
未有人接听。“我当时隐约有感觉，之后家人电话
打过来……”王利盛一直以来心存“爸爸在家等
她回来”的愿望感觉瞬间崩塌。她立即申请回甬，
坐上最近一班飞机，但仍未赶上见见老父亲的最
后一面，而这也成了她心底最深的痛。

谨记父亲殷切期望
投入到援疆教育事业中

遵循父亲生前的嘱托，匆匆办理完父亲后
事，王利盛又赶回了库车。

作为库车市学前教育指导中心的副组长，这
边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她来开展：要经常跑幼儿
园，从幼儿园防疫工作的安排到疫情下幼儿园一
日活动流程的规范化，每个环节至少要过一遍，
一个幼儿园至少要两三个小时。“有些幼儿园则
还要从幼儿园教学理念的梳理到幼儿园的环境
创设等进行指导。”王利盛说。甬师带徒结对活动
中，帮扶库车市学前教育新一届骨干教师5名，
一线青年教师9名；指导库车市第十二幼儿园、
库车市杏花园幼儿园尝试申报课题、协助库车市
第十二幼儿园的行政管理帮扶工作、到学校、社
区开展国语棋推广培训工作等。

在甬师带徒系列活动中，扎实的专业基础，
认真执着的敬业精神更是深深地折服了她的一
干徒弟。6月16日，王利盛和其中一个徒弟还代
表宁波援疆支教团唯一一对师徒参加了“浙阿两
地师徒结对仪式暨援疆教师传帮带工作动员
会”。期间，她还合作完成了《库车市星级幼儿园
评定管理办法》《库车市星级幼儿园评定标准》，
拟定了《库车市幼儿园分园园长推选方案》《库车
市幼儿园中层干部推选方案》《库车市幼儿园教
师调配方案》等。

“从小我爸爸就教育我，要尽己所能做有益
于社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后来我当了老师，当
了幼儿园园长，爸爸对我的要求就更高了。现在
我带着爸爸的期望要继续做好教育事业，这不光
是我的初心，也是爸爸对我的期许。”王利盛说。

治贫先治愚，扶贫先扶智。
宁 波 市 承 担 了 8 省 11 地

32 个区县的教育对口支援工作，
包括贵州省黔西南州、吉林省延
边州、西藏那曲地区比如县、新
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县、青海省海
西州天峻县、重庆市万州区和浙
江省内丽水市及衢州市（3 个县
区）、温州市（3 个县）、金华市（1
个区）部分县区。

据 统 计 ，截 至 今 年 1 月 ，
2011 年以来，宁波共选派了 173
位援疆教师、2 位援疆干部，9 位
援青教师，23 位援藏教师参加
对口支援工作。特别是第九批
选派了 1 名援疆干部、74 名援
疆教师，是历年来宁波一次性
选 派 支 教 教 师 人 数 最 多 的 一
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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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组团式、全链式教育援
疆成为全国教育援疆典型。受援
学校进步显著。新疆受援学校库
车县第二中学、库车县第三中
学、库车县实验中学、库车县第
八小学、库车县第四幼儿园已经
成为库车县基础教育的领头羊。
西藏受援学校拉萨那曲高级中
学 ，2019 年 高 考 上 线 率 达 到
100%、本科率超过 70%、重点率
30%左右。这一成绩突破历史，创
造了藏北教育的奇迹。

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着全
体援藏援疆援青干部、教师无私
付出的辛勤汗水，更饱含着宁波
人民与边疆人民相互交融的深
厚友谊。

在援疆援藏援青中，宁波教
育系统也涌现出了宁波市第四
中学、西藏那曲高级中学支教高
级教师孙军，奉化阳光艺术幼儿
园、新疆库车市教科局学前教育
指导中心副组长王利盛等一批
先进典型。

众 多 援 疆 援 藏 援 青 教 师 ，
怀揣着理想，奔赴边疆，把受援
地区作为“第二个故乡”，不怕
吃苦、不畏艰难，脚踏实地、团
结进取，为祖国的民族团结、为
受援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自己
的贡献。

数字说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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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军（右）与当地学生在一起

王利盛

教育扶贫
离不开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