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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上次你们走后，学校大变
样啦！一定要再来看看！”

如果说校长马建国电话里的邀约
还不够有吸引力，那么他下句话卖的
关子则成功燃起了记者的好奇心：“我
们来了新老师，有你不认识的，也有你
认识的。”

新老师，没见过正常，认识才奇怪。
急于揭晓谜底，时隔 3 年，记者重访我
国最北的国门学校——北极镇中心校。

最大的不变是变化

3 年前，记者随中国教育报“边

疆行”融媒体报道团队来到北极镇中
心校。

学校所在的北极镇，位于黑龙江
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是我国地理
位置最北的乡镇。镇中心北极村，有
最北银行、最北邮局、最北医院⋯⋯
当然，还有北极镇中心校这所人们眼
中的最北学校。

临近夏至，神州北极开启了一年
一度的“不夜”模式，晚上 8 点多
日落，凌晨3点就日出。

夏日的校园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
生机盎然，马建国乐呵呵地告诉记者
这里的变化：

“你看，经过前两年的薄弱校改
造工程，原来的沙土地面变成了硬化
水泥地面。现在，就算碰上刮大风，
学生也不用再灰头土脸地上体育课
了。”

“你再看，教学楼 3 个楼层的走
廊都设置了文化长廊，学生每天在里
面转悠着就受到了校园文化的熏陶。”

“现在我们的教学设备不输给任
何城市学校！”最令马建国自豪的
是，去年底，学校每个班级都配备了
最新的电子白板，以前只在教学片里
见过的教学一体机、触摸屏，“一下
子全有了”。

学校是九年一贯制，一个年级一
个班，一共才 9 个班。每个班里教师
都在认真而忙碌地做着课前准备。

初三年级的教室里，在一体机前
操作的女教师是记者采访过的郭素
丽。结合触摸屏上显示的习题，显示
此前从事历史教学的她，现在已经转
教语文。

“马上要中考了，该讲的内容早
就讲完了，今天赶早来下载几道习题
好 在 课 上 给 学 生 进 行 最 后 的 查 漏
补缺。”郭素丽笑着说，现在自己最
大的愿望就是——学生百分之百都能
考上心仪的学校。

马建国解释说，乡村学校因为学
生数较少，按生师比很难配齐相应科
目教师，基本所有教师都要承担多门
学科教学乃至兼任学校的各项工作，
就连他自己也是哪里需要就去哪里救
场。记者还是忍不住提出疑问：“老
教师教新学科，不就变成‘新教师’
了吗？不同学科的教学，教师们真能
适应吗？”

马建国慢悠悠地仍以郭素丽举例
说明。从教 8 年，郭素丽承担过语
文、历史、道德与法治、英语 4 门学
科的教学工作。2020 年 10 月底，在

“黑龙江省中小学班主任专业能力大
赛”中，她凭借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和
多年来从教积累、总结出的班级管理
经验，经过 3 天激烈角逐，从全省
110 名参赛教师中脱颖而出，一举拿
下一等奖。

（下转第二版）

“最偏远的地方最需要教育坚守”
——重访中国最北学校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中心校

本报记者 张滢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大美边疆

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镇中心校学生在北极村北部、黑龙江南岸的神州北极石
碑前开展诗歌朗诵活动。 学校供图

一所偏远乡村校，不仅没有生源
流失，还有县城乃至市区的学生转学回
来；初中 1000 多名学生，住宿条件不
好，床位有限，却有不少学生及家长想
方设法，争取住校；退休多年的老教师，
三五结伴，不时回校“考察”⋯⋯

江西省上饶市广信区煌固镇汪村
学校，一所地处山沟里的偏远乡村
校，却成了十里八乡人心中的教育、
文化地标，不仅荣获“全国教育系统
先进集体”“乡村温馨校园建设典型案
例学校”等国家级荣誉，更形成了教

师“爱岗敬业、爱校如家、爱生如
子”的“家文化”。

退而不休的“老革命”

撤乡并镇前，汪村还是一个乡，有
自己的小学和中学。2007年，汪村并入
煌固镇后，当时的村民代表表达了他们
的诉求：“保留汪村自己的学校，不要并
入煌固镇的学校。”

九年一贯制的汪村学校由此而
来。教师们就一个念头：“让孩子在家
门口读好书。”

每年重阳节，退休教师们都会回
校参加座谈，建校初期的艰辛是时常
被谈及的话题。

此前，汪村没有学校，村民要到
隔壁煌固镇或者翻山越岭走上二三十
里山路到更远的地方上学。1973 年，
村民出资让地，在生产队里腾出两间
房做校舍。

在汪村学校，有不少参与过学校
前期建设的教育人被当地人尊称为

“老革命”。
教师陈家庆便是其中一位。退休

后，他每年都会约上几位退休教师，
时不时地来学校，看变化、看发展，
到学生食堂和孩子们一起吃顿饭。听
说学校成立教育基金会，他不仅积极
捐资，还让全家人都出资出力，参与
学校建设。

“老一辈教育人，一直把学校的事
当成自己家的事，即便退休也尽心尽
力参与到学校的建设发展中来。他们
对教育深厚的情怀也感染着年轻人。”
校长张恕民说。

以校为家的“一家人”

张恕民是去年调到汪村学校的，
初来乍到的他立马就感受到了当地尊
师重教的浓厚氛围，百姓对教育的重
视、对学校的信任、对教师的尊重。

在当地，只要是汪村学校的教
师，老百姓就会肃然起敬。当地百姓
都把学校当成家的一部分，如果学校
管理或教师在工作上存在不足，家长
也会主动来学校反映。

（下转第二版）

江西上饶广信区煌固镇汪村学校以“家文化”引领乡村文明建设——

偏远乡村校成了当地文化地标
本报记者 甘甜

乡村教育振兴和教育振兴乡村·系列报道

【开栏的话】
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边疆的歌儿

暖人心。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边疆
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民生显著改善、民
族团结进步、社会和谐稳定、边防巩固
安宁，教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即日起，本报在“奋进新征程 建
功新时代”总栏目下开设“大美边疆”
子栏目，充分挖掘报道边疆地区教育
改革发展的生动故事，生动展现党的
十八大以来边疆地区教育的新变化新
成就，深情表达各族师生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的共同心愿，激励广大师生
满怀信心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
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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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大美校

“南滨小月曲水，仰大都
之崇垣；北依奥运主馆，承燕
山之清露。”作为新中国第一
所外贸类高等学校，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因贸易强国而生，
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新时代高
水平开放伟业而盛”。70 多年
来，贸大人始终服务国家战
略、心怀大我、不辱使命、勇
挑重担，始终将个人梦想汇入
时代洪流，让蓬勃青春与家国
情怀同频共振。

学校供图

承燕山清露
担时代重任

“马上望祁连，奇峰高插天。西走接嘉峪，
凝素无青云⋯⋯”地处甘肃省西部与青海省东北
部边境的祁连山，因风景旖旎而引人注目。同
时，作为青藏高原东北部的重要水源地、水源涵
养区以及河西走廊的绿色水库，祁连山也因其生
态屏障功能更凸显其价值。

保护好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者”。兰州大学
长期关注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前赴后继的
兰大人依托祁连山、研究祁连山、保护祁连山，
在茫茫深山里钻孔取样，在雄浑沙漠中捕风捉
沙，在多年冻土区调查监测⋯⋯他们通过多学科
交叉研究为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贡献力量，用智慧守护祁连山的绿水青
山，构筑起了一道绵延不绝的绿色屏障。

为更绿的祁连山助力

祁连山区拥有 2600 多条现代冰川，年平均
径流量约 138 亿立方米，山体中上部年均 400—
500毫米的降水量，是石羊河、黑河、疏勒河三
大内陆河的水源地，三大内陆河 90%的水资源
都出自祁连山。

但过去的祁连山，曾因开矿炸山等人为破坏
而变得“伤痕累累”。监测数据显示，祁连山区
1990 年至 2010 年冰川面积缩小了约 22.8%。要
保护和修复祁连山生态，增加植被的覆盖度十分
重要。但大量植被会消耗很多水分，随之出现一
个问题：祁连山的水资源应该如何分配？

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从科学角度分析水资
源类型储量及利用现状，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
教授贺缠生、张宝庆带领团队用 10 年时间建立
起祁连山土壤水分观测网络。“土壤水分空间异
质性很大，即使一两米的距离也会随着植被类型
的改变而改变，因此长时间积累的观测数据非常
宝贵。”张宝庆介绍。

生态是需要用水的。基于观测数据，该团队
目前正在探寻上中下游合理分配水资源的协同发
展模式——既筑牢上游生态屏障，不影响出山径
流量，保证中游绿洲用水，又不至于使下游湖泊
干涸，确保让祁连山更绿、水资源更平衡。

绿洲的健康直接关系到祁连山区的高质量发展。上世纪 80 年代，兰州大
学任继周院士就在位于绿洲核心区的甘肃省张掖市临泽创建了草地农业试验
站，并提出了季节畜牧业理论，综合土草畜的数量关系确定适宜的放牧强度，
指导草原生态保护和动物养殖。

在此基础上，兰州大学南志标院士建立了农牧耦合修复草原生态模式——
在牧区建立人工草地，在农区施行草田轮作，对农区和牧区施行系统间的耦合发
展，增加牧草供给和营养品质，降低草原放牧压力。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
教授侯扶江介绍，在绿洲草田轮作、种植牧草，相当于建了一个物质和能量的“工
厂”和“集散地”，整个区域的生产效益提高了3倍以上，既减轻了放牧压力，也保
护了草原。

积极服务国家“双碳”战略

通过深度20米到150米不等的钻孔监测冻土温度并采集冻土岩芯样品，利
用遥感数据观测地表冻融沉陷程度，借助无人机验证多年冻土退化形成的热融
滑塌和湖塘演化情况⋯⋯在祁连山多年冻土区，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牟
翠翠团队打造起“天空地”一体化的监测网络，这也是守护祁连山的“火眼金睛”。

多年冻土是连续两年或两年以上处于冻结状态的岩土层，祁连山海拔3500
米以上的高寒地区很大一部分属于多年冻土。多年冻土区存储了大量的有机碳，
冻土退化会导致部分碳暴露，加速微生物的分解释放，向大气中释放大量温室气
体。同时，热融滑塌会导致地表的土壤养分减少，影响植被生长。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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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尹晓军

通讯员

王耀辉

刘清

我们的新时代

从一名职业院校的学生，到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再
到攻读本科并最终成为一名职业院校
教师，我的人生是对“技能成就精彩
人生”的生动诠释。

2005 年高中毕业后，我从山东
烟台的农村老家来到天津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数控专业学习。入学第一天，学
院里一位学长获得了天津市一个技能
竞赛的一等奖并保送本科的横幅深深
触动了我。“原来学好技能也可以读本
科，踏踏实实学一门技术也可以人生
出彩！”我在内心深处埋下希望的种
子。从此，我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认真
学习专业知识、苦练专业技能中。

两年后，我入选了学校代表队，参
加天津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因为首
次参赛经验不足，我没能在比赛中发
挥出训练水平，失利让我瞬间跌入深
渊。坐在回校的大巴车上，懊悔、悲伤、
失落的情绪涌上心头，我忍不住流下
了伤心的泪水。此后几天，我像丢了魂
儿一样，不敢面对老师，不愿面对机
床，甚至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是
否还要在机械领域坚持下去。

我的表现被授业恩师王兴东看在
眼里、痛在心里，他不希望我就此沉
沦。“一次比赛失利不能证明什么。参
加比赛，不仅要修炼技能，更重要的是
磨炼心境。只有坦然接受失败、总结经
验、弥补不足，才能战胜心魔，超越自
我。”恩师的话点醒了我。

我重燃斗志，更加努力学习，踏实

训练，对操作细节追求极致，对每一个
动作都力求简练完美。一年后，经过层
层选拔，我入选了 2008 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集训队。

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凭
借着必胜的决心、熟练的技术、平和的
心态、稳定的发挥，我战胜了自己，在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脱颖而出，获得
了“产品部件的数控编程、加工与装配”
项目组一等奖的好成绩。

根据天津市的鼓励政策，我赢得
了专升本的机会，我的人生轨迹因为
奋斗发生了改变。在天津职业技术师
范大学本科学习期间，我作为队长带
队参加了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工程训练
综合能力竞赛并获得一等奖。

毕业后，怀着感恩母校、回报职
教的心愿，我放弃了多家企业抛出的
橄榄枝，坚持考回母校天津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任教，并正式落户天津。我
希望把我的故事讲给更多学生听，以
我亲身奋斗的经历告诉他们，只要奋
斗，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任教期间，我作为学院数控大赛
的指导教师，参与组建了索源数控社
团。10 年坚持，数控社团已经发展
成为学院最具影响力和最受学生欢迎
的专业性社团之一。

我制定的“一二三串联”培养模
式让学生在大一就对专业产生浓厚的
兴趣和欲望，在大二锻炼成为优秀的
组织、策划人才，到了大三成为专业
上的佼佼者。 （下转第二版）

技能成就精彩人生
讲述人：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许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