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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斌的朋友圈高频出现的是记录援青日子，
比如援青满月，援青200天等。他说，青海支教，
他不怕困难，最怕虚度光阴，辜负了柴职院师生
的期盼。

一年半的援青履历中，刘斌写满了一页页成
绩：在他的努力下，截至2020年12月底，柴职院
论文发表量较上一年翻一番，省级、州级、院级课
题申报量也翻了一番，一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
权，实现了柴职院知识产权零的突破。

柴职院教学方式单一，刘斌从企业拉来两万
元赞助，组织举办柴职院“国顺杯”首届科技创新
发明大赛，并借此大赛契机，遴选优秀作品“高原
有机口红”申报“创客中国暨创青春”创新创业大
赛青海省选拔赛获得二等奖、优胜奖各一项。

“就在刚刚结束的青海省‘双高计划’院校和
专业群的评选中，柴职院获得全省8所高职院校
的第二名，浙纺服院和柴职院合作立项科研项目
两项，获得项目经费十万元。”回到宁波的刘斌依
然关注着柴职院的发展。

因为工作表现突出，他荣获浙江省东西部扶
贫协作“突出贡献奖”，浙江省援青指挥部颁发的

“优秀援青人才”，青海省海西州“优秀援青教
师”等荣誉称号。

“把生命放在大西北，去感受凛冽的风，去奉
献火热的情，去结识一群可爱的人，这是一生中难
忘的一段经历，回来之后再去品味老援青人说的

‘一次海西行，一生青海情’，真是这样！”刘斌说。

浙江援青团队中唯一一位高职院校教师
受援学校实现知识产权零突破，年轻老师科研积极性大增

东北汉子在西北
种下的“种子”都开了花

一束哈达，一碗上马酒，临登机
前，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领导握
紧的双手仍不舍得放开：“刘教授，一
定要再回来看看啊，不管啥时候到青
海，一个电话，我们一定会去接你！”

1 月 9 日，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
术学院的刘斌副教授完成了为期一
年半的教育援青任务，即将登上回甬
的飞机。送行现场，刘斌情绪奔涌，话
到嘴边却一句也说不出来，仰头干了
这碗上马酒，东北汉子和西北汉子就
此有了深厚的情谊，青海柴达木职业
技术学院和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
学院的合作也将继续。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冬晓

柴职院组织科研教师团队赴都兰县
调研杭白菊种植，右一为刘斌教授。

受访者供图

工作中的刘斌（图中）。 受访者供图

“第一次去青海，飞机转大巴，再乘飞机，
感觉路很远，回来还是同样的路，却觉得很
快。”回来已有10多天的刘斌还未完全适应宁
波的气候和生活节奏，他总是不经意间“闪
回”到青海，明明氧气充足，说话却是慢悠悠
的；虽然天气不怎么冷，但他吃饭总不忘加辣
酱；朋友圈看到柴职院的消息，他总要留言说
两句……他说自己“穿越”回宁波，所思所想
还在另一个他牵挂的地方。

时间回到2019年 7月，刘斌在浙江纺织
服装职业技术学院质量控制办任职。组织找
他谈话，问他愿不愿意去青海，刘斌没迟疑，
爽快答应了。

“我父母是上山下乡的知青，潜意识里有
种向往，就是体验父母当年的生活。我大学有
个同学被团中央选派到边疆支教，这么多年
过去了，一想到我同学，他在我心目中带光环
镶金边，闪闪发光。”刘斌答应得爽快，可两地
分居、照顾儿子的责任一下子落在妻子头上，
现实的困境并不会爽快利落得达成和解。

“我给妻子发信息说要去青海，妻子埋怨
了我好几句。”刘斌说，他理解妻子的情绪，妻
子是党员，会理解组织的安排。

妻子的这封信，让刘斌打起了十二分的干劲
儿，他把自己放到广袤的西北大地，全身心融入
到柴职院的工作中，和老师一起打球，一起工作，
感受着师生的快乐，也忧虑着学校的发展。

青海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由多个中职院校
和高职院校合并而成，学生中少数民族占79%，
部分学生汉语水平较低，教学难度大，而学校教
师的年龄结构也存在一定问题，年轻教师居多，
有经验的骨干教师偏少。

刘斌在走访调研各个系的基础上，一边给年
轻教师做科研辅导讲座，指导他们申报科研项目，
一边修订教师科研奖励制度，激发年轻教师做科研
的积极性。为了提升教学质量，他梳理教学日常规
范，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推动推门听课制度常态化，
为了了解企业需求和学生实习就业情况，他经常出
去调研，企业车间、田间地头，都留下他的身影。

“海西州有三个半浙江省那么大，往附近的
都兰县跑一个来回就得400多公里。”刘斌说，一
年多时间，他晒黑了好几圈。“别人见了我都说

‘你比青海人还青海人’。”

2019年8月，浙江省第四批教育援青
团队的22位教师启程奔赴海西州，刘斌
是其中唯一一位高职院校教师，而他所前
往的青海省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
称“柴职院”），也是整个海西州，乃至整个
青海省中西部地区唯一的高等院校。

柴职院位于德令哈市，海拔3000米
以上，海子的《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让
很多人记住了这个城市。刘斌初到德令
哈，感受到的不是诗意，而是强烈的高原
反应：心跳加快、头晕、嘴唇干裂、肠胃不
适、头脑昏沉……刘斌都咬牙克服，没敢
跟家人说，他的朋友圈总是充满快乐和向
往：和柴职院的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自
己做饭，第一次到岗履职和第一次遭遇大
风。

2020年9月4日，妻子的一封信送到
刘斌手里。这个习惯笑对生活的东北汉
子，读着读着鼻子酸涩。

“这些年，你因为工作忙碌，经常熬夜
加班，身体素质大不如前，内心的第一反
应是担忧……你到达德令哈后，发来了你
所在学校的照片，还有学校为你安排的宿
舍，你还为自己下厨，做了两菜一汤，一再
安慰我让我放心。可是不出两天，你又开
始彻夜工作，已经离开实训岗位多年的
你，又开始翻阅数控设备的操作说明书，
还笑言自己‘宝刀未老’……请原谅我在
一开始不能懂你的心，还说了气话。我也
请你放心，我会照顾好家，照顾好我们的
儿子。儿子上学期学习了歌颂西部建设者
的文章《白杨》，相信在他的心中，参加援
青工作的爸爸也有着西部建设者一样无
私奉献的精神，一样让他为之自豪。”

回甬时
觉得青海离浙江很近

一封信
让这个东北爷们泪目

别人说
他“比青海人还青海人”

不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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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纺服院刘斌副教授。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