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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
魂。”金秋九月，在第39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用最诚
挚最朴素的话致敬人民教师：“老师，您好，您辛苦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的学生就是未来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广大教师就是打造这支
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耕耘”，这是
对筑梦人的真实写照。长期以来，广大教师在平凡的岗
位上，时刻以初心筑梦，以使命育人，他们默默无闻一生
只做一件事，“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未来，一个肩膀挑着
民族的未来”。

古语有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尊师重教重在
行动，我们应进一步健全对教育、教师的支持和保障，倾听
一线教师心声，关心他们身心健康，为他们解难题、办实事、

做好事，让他们真切感受到来自党和政府的关心与关爱。
比如，在“双减”背景下，学生负担减轻的同时，我们政

府部门更应该为教师减负，关注非教学负担仍然是挤压教
师教研、休息时间，导致教师身心疲惫的重要原因。政府、
学校、社会都应该关心每一位教师的身心健康，给教师创
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他们才能以更加积极健康的心态，
去点亮“教育之灯”，培育祖国的“花朵”，使学生们快速成
长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力军。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希望全社
会共同奏响尊师重教的时代强音，也
希望新时代每一个筑梦人坚守立德
树人初心，用忠诚和担当托起民族的
希望，在推进教育高质量发展道路上
不断开创教育强国的新境界。

致 敬 新 时 代 筑 梦 人
马泽平

“4 点就来排队，现在又给我说租的房不在学区内，
娃不能报名。哪有这种事？”

“我就在学校附近开店，就想让娃在这个学校上。”
“我们户口就在学区，房子不在学区，应该能上吧？”
……
8 月 30 日一早，山阳县第二初级中学门口集聚了

几百名排队的群众，家长们就孩子上学问题热烈讨论，
李海峰就是其中之一。

“请大家放心，学校就是教娃的地方，今秋入学报名
一个学生都少不了！”一道洪亮的声音响起，闹哄哄的群
众安静了下来，自觉让出一条路。

“这人是谁？说话能顶用不？”群众一阵嘀咕。
群众自觉列成两队，纷纷掏出各类证件复印件等相

关材料，递交给学校工作人员。
山阳县科教体局局长崔孝岗详细了解目前第二初

级中学的报名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叮嘱学校工作人员确
保符合条件的学生顺利入学，并对不符合入学条件的学
生家长做好解释。

崔孝岗从第二初级中学门口的人群中挤出来，发现
街道堵车了。他对司机说：“我骑个‘小黄’先去第一中
学，等会电话联系。”连日来，崔孝岗穿梭在各级各类学
校走访调研，了解问题、化解矛盾。

据了解，目前山阳县高中阶段招生工作全部到位，
普通高中招生 3240 人，职教中心招生 1090 人；城区义
务段民办学校共招一年级 160 人、七年级 100 人，已于
8月 26日通过电脑随机派位全部到位；城区学前段公办
幼儿园小班共登记 773 人，学位能够满足；公办学校一
年级登记 2255 人，超出招生计划 385 人，七年级登记
2411 人，超出招生计划 541 人。面对群众对优质教育
资源的迫切需求，山阳县采取“挖掘学校潜力、适当扩大

班额、引导周边分流”的办法确保秋季开学季全县学生
全部顺利入学。

“按照县科教体局秋季入学工作会议精神，我们目
前增加了两个班 100多个学位，其他几个兄弟学校都在

‘扩容增位’，眼下优质学位供需不平衡的矛盾将得到妥
善化解。山阳县第一中学新校区、山阳县第六小学等一
批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项目正在建设中，明年以后我们县
将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按需供给。”山阳县第二初级中
学校长毛静说。

“我们学校对后勤管理人员的工作进行了全面的优
化和梳理，按照‘按需设岗，结合特长’的原则，学校管理
人员都有具体的学科教学任务，优化了教育资源效益，
有效缓解了学位供给不足的矛盾。”山阳县第三小学校
长何福泰说。

山阳县结合县域教育资源分布情况和入学需求，动
态优化校点布局，增加优质学位供给，全力保障开学季
适龄青少年 100%就近入学。

“根据统一规划，结合我镇适龄儿童入学意愿摸
底情况，这学期我们撤并了 6 个教学点，15 名学生全
部就近进入教育资源优越的学校就读。目前，已经报
到入学的学生有 3802 人，转出 22 人，转入 10 人。对
没有按时报到入学的适龄儿童，我们将在 3 天内逐一
家访了解情况，帮助学生解决困难，确保辖区内所有
适龄儿童全部入学。”高坝店镇教育党总支书记翁春
笋介绍。

山阳县全力以赴保障开学季各级各类学校顺利开
学，目前，在县域内就读的 7 万多名青少年已于近期全
部就近入学。

9 月 1 日，李海峰在山阳县第二初级中学录取名单
上看到儿子的名字，笑容满面，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让每一个孩子有学上、上好学
本报通讯员 朱 鹰

初秋的西藏阿里地区，天空瓦蓝，
阳光一顷而下，一阵风吹来，天边的云
迅速变换形态，代文冲带着学生在操
场上观察云的流动，感受风的速度。
在援藏之前，代文冲没想到高原上的
天空比书本上描述得更好看，天气也
更有“脾气”，变幻不定。

今年 33 岁的代文冲是商州区夜
村镇代街村人，他最敬佩的人是自己
的母亲，当老师也是受母亲的影响。
他介绍，母亲在当地小学当了 30 年的
老师，每天起早贪黑，对学生比对他还
好，为此他小时候还经常埋怨母亲。
在村里，很多乡亲都是母亲的学生，不
管什么时候，大家见到母亲都会亲切
地喊一声“朱老师”。“我很小就在心里
许下愿望，长大后也要当一个老师，做
像母亲一样用知识和爱指引温暖学生
的人。”他说。

有了明确的目标，代文冲便刻苦
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高考报志愿
时，他毫不犹豫地报考了华中师范大
学。2014 年，他作为公费师范生一毕
业就被洛南中学招录。

“那时刚毕业，有些心急，就想让
每个学生快速成长，所以我平时要求
比较严格，但是这种简单的教育方法
并不适合高中学生。”代文冲说。后来
他才意识到，教育方法要适合高中学
生的年龄和心理特征，于是，他便试着
和学生谈心、做朋友。打开了教学思
路，找到了管理班级的方法，代文冲在
教学上很快就有了成绩，他连续三年被学校评为“优
秀班主任”，2018 年获得了“洛南县教学能手”称号，
2021年荣获“洛南县教学质量先进个人”。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
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从教近 10
年，代文冲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初心，一直在践行自
己的教育理想，他想用自己所学帮助更多的学生实
现梦想。2022 年 7 月，代文冲踊跃报名参加陕西省

“组团式”教育援藏团队，赴西藏自治区拉萨阿里地
区高级中学支教。

到达平均海拔 4000 米的阿里地区时，代文冲

第一次感受到高原的威力。“紫外线
特别强，晒在皮肤上有种生疼的感
觉。”代文冲说，不仅如此，经常有大
风吹得人眼睛都睁不开，到了晚上，
他睡觉时因为缺氧会被憋醒，就一会
儿醒一会儿睡，到了第二天早上，嘴
唇上、鼻孔里全是血痂。“气候太干燥
了，嘴巴皲裂、鼻子流血都是常态。”
即便是身体极度不适应，代文冲依然
没有耽误上课。

“到新的地方，我已经做好了随
时会有状况发生的准备，但没想到
还是状况百出。”代文冲说，他上课
时发现讲桌上放着一个打开的零食
袋，里面是咬了几口的鸡腿，而学生
一边哄笑一边看着他，他没有发脾
气，而是冷静温和地一步一步引导
学生，用事例告诉他们如何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如何尊重他人。学
生对他的处理方式很意外，也被他
的教育方法折服，自此，对他有了改
观，有了了解和信任。

地理环境的不同，也为他上课带
来了挑战。有一次，代文冲给学生讲
解高考地理试卷时，有一道考题里提
到“秸秆变肉换奶”工程，忽然有学生
问什么是秸秆？“我想当然地认为，这
是所有学生都知道的。后来才反应
过来，阿里的农业生产方式以游牧业
为主，秸秆远离了他们的生活实际，
不知道是情理之中。”后来，代文冲在
黑板上画出青稞做例子，告诉学生青

稞秆就是秸秆，属于农业废弃物，这道题涉及的是农
业废弃物再利用。他接着引导学生了解了我国的农
业大省和秸秆再利用对拉萨地区发展的启示。学生
的思路打开了，学习的兴趣也更浓了。他的教学能
力得到了学生和学校的认可，今年，他在阿里地区中
小学教师教学竞赛中获得了二等奖。

“我觉得教育是一件‘双向奔赴’的事，老师用
真心为学生付出，同样，学生也在关心着老师。”代
文冲说，令他感动的是，今年 5 月，他由于患了紫癜
性肾炎不得不回陕西治疗，在治病期间，阿里高中
高三 4 班的学生借用学校老师的手机，打电话询问

他的身体情况。电话里，学生们哭着
问他还回不回去给他们上课，得到肯
定的答复后，学生们嘱咐他养好身
体，等着他回学校。“学生们那种发自
内心的关心，让人心里感觉特别温
暖，觉得很幸福。”代文冲说，援藏这
一年多，让他对教育的意义更有体
悟，教育带来的不仅仅是学生学到知
识，还有着促进民族团结，改变藏区
面貌的意义。

“我期待援藏这三年能为阿里的
教育贡献一些，留下一些。‘贡献一些’
是尽自己最大努力，使阿里的学生成
绩更进一步，考上更好的大学。‘留下
一些’是把先进的教学理念、教研经验
传授给当地的老师，为他们留下发展
的种子。”代文冲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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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 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穿透稀薄的云雾，越
过高耸的塔云山，洒在清澈的旬河上，波光粼粼。河边
不远处的龙胜小学又迎来了每学期最忙碌的一天——
开学，校长柯善玺笑容满面地迎接每一位家长和学生。

龙胜小学距镇安县城 60 多公里，这里山大沟深，
一拨拨教师来了又走，而柯善玺选择了坚守，一干就是
31 年。柯善玺说：“我是土生土长的龙胜人，从龙胜小
学走出去的，选择坚守，只为家乡的那些孩子们。”

室外“罚站”，生出梦想之根

在柯善玺的记忆里，儿时在龙胜小学上学场景是
破烂不堪：十二间石板房是教室，中午太阳透过石板缝
可以照到室内，中间操场上，全校学生的快乐就是奔跑
着争抢一个补了又补的篮球。学校艰苦，家里贫困，他
都不怕，最怕的是离校远，往往赶到学校课都上半节
了，老师不让进教室，就罚他站在门外。这样下来，他
在一、二年级时学习成绩一塌糊涂。

还好，读三年级时，柯善玺遇到了人生第一位贵
人，也改变了他的一生。一天清早，柯善玺气喘吁吁
地跑到学校，看到语文老师芦芙荭正在讲课，他便像
往常一样自觉地在门口“罚站”。芦老师看见后，拉他
进了教室，并说都已经迟到了，还不赶紧进来上课。

“那时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我的眼泪唰地流出来了，那
种感激之情无以言表。”回忆 45 年前发生的那一幕，
柯善玺依然动情。他说，事后芦老师还经常给他补

课，并在生活上给他很大帮助，使他在学习上才有了
一些兴趣，他也梦想着长大当老师，像芦老师一样去
理解学生、帮助学生。

那时农村娃上师范，犹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刚
上初中，柯善玺学习并不好，心中梦想也在一点点熄
灭。每当夜深人静同学们酣然入睡，他就溜出宿舍，在
教室里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偷偷学习，买不起课外辅导
书，他就手抄资料。功夫不负有心人，柯善玺顺利考上
丹凤师范学校，1992 年如愿当上了教师，回到家乡任
教。后来看到那些家庭贫困或学习吃力的孩子，他感
同身受，总给孩子们洗衣、做饭、补课。

一条信息，盛开坚守之花

“父亲节快乐！”2017 年 6 月 18 日，柯善玺的微信
收到这样一条信息。他以为儿子发的，仔细一看发现
是学生小垚发的。他马上回了一句，“发错了吧，小
垚？”“在我心中，您就是。”“我当时看到微信，心里一
颤，回了一句‘言重了’，我哪能领受得起这么大的尊
崇。”柯善玺告诉记者。

发信息时，小垚正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上学，他父
母都是残疾人，家里非常贫困。在龙胜小学上学时，柯
善玺经常为小垚排忧解难。小学毕业，柯善玺告诉小
垚：“你只管念书，一切有我。”柯善玺介绍，他当时对孩
子说这话，心里也没底，因为他的负担也很重，妻子、儿
子和瘫痪在床的母亲都需要照顾，但他的承诺，给孩子

吃了一颗定心丸。
初中阶段，开支不大，柯善玺时不时给点零花钱。

高中时，花销渐大，柯善玺就联系社会爱心人士给予资
助，好在孩子非常争气，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

高考前三天，小垚母亲病危。为了不影响他高考，
柯善玺背着小垚的母亲走了 2 公里山路到县医院抢
救。2015年，小垚被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录取，在柯善玺
的持续帮助下顺利毕业，并找到了理想的工作。

教育的力量，改变了小垚的命运，也让他一家顺利
脱贫，这让柯善玺找到了实现人生的价值和追求，更坚
定了坚守大山的决心。

角色转变，收获教育之果

2002 年，柯善玺担任龙胜小学校长，作为龙胜人、
教师、校长，多重身份于一身，他深感责任在肩。

生于斯，长于斯，忠于斯。
在柯善玺的努力下，学校开始巨变：破旧的土木危

房变成现在漂亮稳固的框架结构楼房；从前教学设施
的一无所有，而今计算机教室、图书室、活动室一一具
备；以前的土操场也早已硬化，被人工草坪所取代。短
短几年间，学校成了大山沟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柯
善玺高兴地说：“和我当初在这上学相比，能让家乡孩
子们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读书，我很自豪。”

在教学中，柯善玺校长要求教师要立足于农村小
班化的实际，转变教学方式，注重个性化教学与因材施

教，鼓励教师开
放教室、开放校园，让学生在
实验室、在操场、在田野自主学习，获取知识。

教师家庭有困难，他总是尽心解决，就连外县骨干教
师因家庭困难需要调动，他也亲自去找领导说情。而80
多岁的老母亲瘫痪在病床需要照顾时，他由于操心学校
工作，只好请护工。“有天晚上7点，我在县城开会结束，顺
便到医院看望母亲，她哭诉说护工力气小，抱不动，结果
大便拉到床上了，我听后愧疚不已，但为了家乡的孩子，
母亲能理解我。”柯善玺感慨道。

居住在龙胜沟垴上的思语姐妹俩家离学校 20 公
里，母亲离家出走后父亲患精神疾病，爷爷奶奶 70 多
岁，无法送学生到校上学。柯善玺知道后就把两个孩
子接到学校上学，免除所有费用，还安排两个女教师作
为她们的“临时妈妈”，照顾姐妹俩。每当周末，接送孩
子上学的任务自然落在了柯善玺身上。

前不久，柯善玺做了个统计，他在家乡教书 31 年
间，九成学生都考上了大学，并找到了不错的工作。柯
善玺说：“这几年家乡脱贫攻坚、疫情防控和乡村振兴
建设中，龙胜小学走出的孩子们都为老家积极捐款捐
物，仅为龙胜小学校建捐款就达 10万多元。”

如今，学生已遍布祖国大江南北，而柯善玺却已
两鬓斑白，他还将继续扎根在龙胜小学，一生只做一
件事，那就是启迪家乡的每一个孩子，去寻找他们的
诗和远方。

3131年坚守年坚守，，只为那些孩子们只为那些孩子们
本报记者 马泽平

99 月月88 日日，，丹凤县第五幼儿园举行主题活丹凤县第五幼儿园举行主题活
动动，，庆祝教师节庆祝教师节。。（（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何何 亚亚 摄摄））

99月月77日日，，商洛市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王亚丽在商洛市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王亚丽在
给队员们讲红色故事给队员们讲红色故事。。（（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李李 欢欢 摄摄））

代文冲带领学生观察土壤的结构代文冲带领学生观察土壤的结构、、颜色和质地颜色和质地。。

新新观观
察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