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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泉穗，现为海南省三沙市永
兴学校教师。2017 年 8 月，从琼台
师范学院毕业后，她响应学校号召
前往永兴学校执教至今。

学校坐落在永兴岛上，这里椰
风海韵，风光旖旎，却也有着“高
温、高湿、高盐”的艰苦条件。环
境不适应，吴泉穗便用老一辈革命
家精神鼓舞自己；生活很单调，便
不断地读书学习来充实精神世界。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自我激励
中，这个黎族姑娘塑造了坚韧的内
心。2000多个日夜的坚守、年均近
300 天的驻岛、年均 20 余次家访、
138 个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一起
织就了她的教育梦。

每一个来到三沙的人在感受祖
国壮美海疆的同时，看到最多的便
是“爱国爱岛、乐守天涯”的壮志
豪情，站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吴
泉穗牢固树立培育“祖宗海”接班
人的初心使命，以“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为根本遵循，以“爱的教
育”为育人理念，以“海洋文化”
为特色支撑，在一线幼教岗位上扎
实开展工作。

三沙因地处偏远，面临着教
育资源分散、学生流动性强的教
学困难，吴泉穗和学校幼儿园部同
事不仅按照学校应收尽收要求，平
等对待每一个入园孩子，同时充分
挖掘海洋特色，积极探索构建了海
洋文化园本教育；作为学校团支部
书记，她在“党团队一体化建设”
的思路指引下，和学校同事一起创
设“三沙小水手”德育体系，并与
驻岛部队、政府机关合作开展海洋
生态保护、海洋生物知识、南海历

史文化等主题活动，培养孩子爱祖
国、爱海洋、爱三沙的家国情怀，
用蓝色的海洋梦点亮孩子成长路。

“‘捧出一颗心，倾注满腔
情’是所有支教教师的共同信念，
我愿意把自己这颗心献给三沙的孩
子，用爱浇灌出育人之花。”吴泉穗
用“爱”温暖了 138 个孩子，用

“情”照亮了138个孩子的人生，用
“心”服务了138个家庭，赢得了孩
子和家长的一致认可。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
极、最有生气的力量。吴泉穗发挥
专业特长，积极开展社会服务，用
实际行动和学校教师们一起勾勒
永兴岛亮丽的青春风景线。因拥
有舞蹈功底，她便利用课余时间
义务教三沙渔嫂们跳广场舞，丰
富大家的生活；作为一名驻岛民
兵 ， 吴泉穗除 了 参 加 民 兵 训 练 ，
还组织孩子们开展为部队官兵唱
儿歌等送温暖活动，同时帮助孩子
树立“敬仰军人、尊崇英雄”的拥
军情怀。她说：“‘一日三沙人，
一生三沙情’是全部三沙人的共同
心声，来到三沙是我一生无悔的选
择，我将继续将满腔热情奉献给三
沙，奉献给这些守护祖国南海的最
可爱的人。”

在 三 沙 奉 献 青 春 的 赞 歌 中 ，
也点缀着收获的华章，海南省优
秀 教 师 、 海 南 省 优 秀 共 青 团 干
部、海南省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
典型人物等荣誉见证了她一路走
来的成绩。今天的吴泉穗依然坚
守 在 三 沙 永 兴 学 校 一 线 教 学 岗
位，继续用奉献和担当续写着她
的“三沙育人梦”。

吴泉穗（琼台师范学院2017届本科毕业生）

热情奉献三沙的“引路人”

六年光阴、坚守一线，以山为
室、以水为家。

他是乔雨，三峡大学水利与环
境学院2017届硕士毕业生；他扎根
于水电禁区，是世界第七大、中国
第四大水电站乌东德水电站工地的

“一线造梦人”。
基层一线勇担当，水电禁区建

高坝。乌东德水电站地处川滇两省
交界处金沙江下游第一梯级，平均
海拔 1300 米。乔雨的工作地距离
乌东德镇 25 公里、最近县城 52 公
里，交通十分不便。坝址最大风速
达每秒 42.9 米，全年近半天数气温
高 于 35℃ ， 近 百 天 相 对 湿 度 仅
10%，混凝土温控超难，综合技术
难度位居世界前列，被称为水电工
程的“禁区”。研究生毕业后，他
主动向公司提出到最艰苦的乌东德
水电站工地一线锻炼。大坝建设高
峰期，他长期带头现场夜间值班，春
节依旧坚守，一线指挥每一仓、每一
车、每一铲混凝土，保障优质高效浇
筑。他曾连续 35 天无休坚守一线
工地，掐秒表寻找“漏洞”，最终实现
每趟混凝土运输用时 15 秒，全坝工
期 节 约 34.7 天 ，节 省 投 资 成 本 约
450 万元，成效显著。

匠心打造精品工程，精心铸就
大国重器。乔雨先后牵头组建大坝

“双百”目标团队、样板工程红旗班
组、温控防裂党员突击队，坚持以
乌东德水电站蓄水发电安全为准
点、大坝创精品目标为导向服务工
程建设，积极推进大坝工程重点施
工技术方案优化，促进大坝智能建
造科研成果实施落地。疫情期间，

他主动协助做好工区工点疫情防
控，助力复工复产，脚踏实地落实
安全生产、严守质量关。大坝实现
提前 3 月到顶，创下单个坝段年上
升高度 122 米、全坝年平均上升高
度90米的行业最高纪录，连续两年
上升高度超过 100 米、浇筑方量破
100 万立方米，混凝土温度合格率
高达99.7%。

乔雨在日常学习工作中，注重
将所学理论知识和工程实践相结
合，探索大坝施工过程管理中遇到
的关键技术问题，积极思考解决方
案，并及时形成创新性成果。他作
为集团公司智能建造科研团队核心
成员，参与发明了混凝土智能降温
控温装备，解决了混凝土温度控制
从传统的散点式向集成式、人工向
智能化转变的难题，实现了温控设
备的完全国产化；协助负责组织研
发了融全面感知、真实分析、实时
控制为一体的智能管控平台，填补
了特高拱坝混凝土施工全过程智能
控制技术空白。

此外，乔雨积极参与集运鱼系统
研发和建设，所在团队充分运用所学
知识和技术，减少电站建设对长江珍
稀鱼类生存环境的影响，并参与放流
活动 11 次；先后 10 次对乌东德镇中
心小学贫困家庭学生的学习生活进
行调研，连续 6 年参与组织团支部举
行的乌东德区域“暖冬关爱·点亮微
心愿”活动，累计帮助2000多名留守
儿童和单亲家庭等困难学生；深入基
层一线调研 5000 余名农民工工资、
生活需求，组织专题会督促施工单位
关心关爱农民工。

乔雨（三峡大学2017届硕士毕业生）

筑坝水电禁区的“造梦人”

庄永春是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2012 级数学教育专业学生，2015
年毕业后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同
年，她获得西华师范大学本科学
历。她曾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毕业
生；参加工作以后，在平凡的岗位
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先后获凉
山州优秀教师、学前学普先进个人
等荣誉称号。

庄永春出生于偏远的凉山彝族
自治州盐源县。大学毕业时，因其
品学兼优，学校教师留她在本地就
业，校友邀请她加盟创业，很多办
学机构多次以丰厚的条件向她抛来
橄榄枝，但她决定回到大山做一名
教师，助力家乡教育发展。怀着从
教初心，她参加了特岗教师招聘，
同年 8 月选岗到离家 50 公里的一
所偏远村小——盐源县甘塘乡钟山
小学，开启了她的梦想之路。

初到钟山小学，庄永春便担任
班主任工作。她发现班上学生大多
数是少数民族孩子，学习基础不够
扎实，有的学生听不懂、不会说普通
话。面对这种情况，她坚持教书育
人宗旨，关心爱护学生，热情帮助学
生。

学校虽然离家不远，她也想经
常回家看看，陪陪父母。但是，为
了孩子们，庄永春毅然决定在学校
住了下来，与学生同吃同住同生
活，与学生打成一片，经常跟学生
谈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跟他们讲

“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鼓励他
们为做一个对国家、社会有用的人
而努力读书。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
工作，她点燃了学生对知识的渴
求，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被
调动起来，学习热情高涨。她所带

班级的班风变好了、学风变浓了。
2018 年 8 月 ， 因 工 作 需 要 ，

庄永春参与到了盐源县“学前学
会 普 通 话 ”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工
作。起草文件，学习全国学前教
育信息管理系统、“学前学会普通
话”行动信息管理平台操作等，绘
制简单易懂的操作手册⋯⋯工作
繁忙而劳累。可她知道这项工作
的重大意义，打起精神，理清思
路，虚心请教，边做边学。为了
如期完成“学前学会普通话”行
动信息管理平台建设工作，她和
30 个乡镇、252 个村和社区的乡
镇、村组干部打成一片，研究怎
样才能完成“一个也不少”的目
标，最终出色地完成了“学前学
普”工作任务。2021 年 10 月，庄
永春被评为凉山州“学前学会普
通话”行动优秀个人。

2021 年，庄永春担任盐源县
“学普办”负责人，她感到肩上的
工作担子更重了、责任更大了。她
从手边的事做起，顶着怀孕的不
适，和两名同事一起承担曾经 7 个
人担负的工作，高质量完成各项任
务，还完成了盐源县村级幼教点辅
导员招聘与考核考试系统的建立，
协助盐源县城南幼儿园成功申创

“凉山州示范幼儿园”“四川省示范
幼儿园”。

毕业 8 年，庄永春扎根少数民
族地区，服务教育事业。在未来的
日子里，她将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不断完善自我，以春蚕的精神、蜡
烛的品格，为祖国的未来，尽自己
的一份力量与责任。正如她所说，
一个人若是没有热情，他将一事无
成，而热情的基点正是责任。

庄永春（四川职业技术学院2015届专科毕业生）

投身凉山教育的“点灯人”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余闯、黄鹏举整理）

2015 年，和倩如从昆明理工大
学本科毕业，连续 7 年扎根乡村一
线。她把扶贫当家事，把村民当家
人，不负青春，扎根乡村一线，用自己
的专业知识赋能乡村发展，通过办好
基层群众贴心事架起通往乡亲们心
坎上的“连心桥”，发展脱贫致富产业
鼓起乡亲们的“钱袋子”，以青春之力
书写新时代新青年新担当。

作为大学生村官、村党支部书记
助理，和倩如跟着村干部和驻村工作
队一家家走一户户访，问大家的困
难，寻大家的需求，解大家的难题。
为了更好地与村民沟通，她学习当地
方言，了解民俗村况，田间地头问诉
求。驻村以来她前后采集了贫困户
信息 419 余户，动员外出务工、讲解
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1000 余次，整理
申请材料820余件；她积极走访特困
户、残疾户、辍学户、孤寡老人户等困
难群体达500余次；她立足当地的传
统经济林果，积极协助贫困户对接专
家进行种养殖行业、乡村旅游、产业
发展等咨询及技术服务。

脱贫攻坚，关键在产业，和倩如
和当地村干部不断探索适合村庄发
展的新路子。“种菌子比玉米赚钱
多。”参加大学生村官产业培训，为和
倩如开拓了新思路，她结合村庄自然
特点和优势瞄上了羊肚菌和竹荪菌
种植。但种菌是个细致活，需要三分
种、七分管。通过日复一日、不分昼
夜的悉心呵护，一朵朵灰白色“小伞”
终于悄悄冒出了头。

村民看到喜获丰收，纷纷联系和
倩如想加入合作社。她将所学技术
整理成文字交给农户，还组织建档立
卡户上门来基地学习。最终，和倩如
带动羊肚菌种植 33 亩，带动建档立
卡户46户，还培养了8名技术人员。

除了菌子、核桃、樱桃，村里还有
很多山货。因为常常看到村民把山
货背到山下的集市卖，运气好时早早
收摊，运气不好无人问津、倒贴路费，
和倩如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帮
助乡亲们解决问题，她尝试用互联网
直播帮村民销售大山里的土特产。

通过一点一滴的努力和尝试，村
里的农副产品受到了消费者的“追
捧”，和倩如不仅让羊肚菌等山货走
出了大山，还为浪坝寨村带来了新的
销售模式。

村民们尝到了产业发展带来的
甜头，更看到了网络直播带来的效
益，纷纷要求加入电商销售队伍。她
开 始 义 务 进 行 电 商 培 训 ，已 培 训
3000 余人次。2019 年，乡亲们通过
电商销售特产获利 80 多万元，村里
的樱桃种植户因为游客采摘平均增
收1000多元。

在和倩如的努力带动下，浪坝
寨村的乡亲们逐步搭建起通向大市
场的“致富桥”，乡村旅游、农村电
商等新业态为村庄的发展注入新动
能。

2020 年，怒江脱贫攻坚进入冲
刺阶段，她主动请缨到搬迁安置点
工作。她积极为安置点儿童募集爱
心资金，建设社区“暖心公益课堂”；
开办直播间，从爱国教育到政策普
及，定期进行直播，她将全部心力倾
注在安置社区的居民身上⋯⋯

一件件惠民实事，老百姓有了
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倩如的工作
得到了高度认可和良好口碑。全国
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全国五一巾
帼标兵、云南省脱贫攻坚奖、云南
省道德模范等荣誉接踵而至，谈及
这些奖项，她说只是希望让乡亲们
都能过上好日子。

和倩如（昆明理工大学2015届本科毕业生）

怒江乡村致富的“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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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驹2015年本科毕业于广西医
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8 年结束
住培后回到家乡广西柳州融水县工
作，曾任融水县杆洞乡中心卫生院副
院长、白云乡中心卫生院副院长，现
任融水县人民医院科教科副科长。

全科医生作为群众健康的“守
门人”，守护着基层疾病预防和重
大防疫的“第一关”。毕业后的梁
驹主动选择最偏远、最困难的乡镇
——杆洞乡。杆洞乡距县城 140 公
里，村屯散落、交通落后，人员、
药品、设备严重不足，这坚定了他
始终践行“健康所系、性命相托”
的决心。

梁驹组织卫生院医务人员走遍
杆洞乡 12 个行政村、76 个自然屯，
开展群众体检诊疗、家庭医生签约、
健康扶贫等工作。冬天大雪封山、交
通阻断，120 急救车在出诊接送患者
的路上常遇到大雾、道路塌方等突发
情况，尤其是在出诊村屯时更为艰
难，接、转诊病人至上级医院是一个
巨大的难题。环境是艰苦的，但生命
是唯一的，梁驹没有退缩，想方设法
克服困难，大雾时牵头探路指引、冰
雪天时给车辆装上防滑链运送病人、
道路塌方时抬担架上路。在他看来，
只要有机会，就坚决不放弃一线生
机。

2018 年 8 月至 2021 年 9 月，梁
驹先后在杆洞乡、白云乡中心卫生院
工作。为完善诊疗制度，长效改进基
层医疗状况，他潜心研究，认真落实
医疗核心制度，编制符合当地卫生院
实际的乡镇版诊疗规范（临床路径）；
借助县域医共体管理模式，指导医务
人员提高诊疗水平、规范药品耗材管

理，建立培训机制，如“学术星期一”、
轮岗进修制度；改善医疗环境和完善
管理制度，医疗业务量得到持续增
长，药品耗材比得到合理控制。从
而，真正实现“基层首诊、双向转诊、
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诊疗模式，提
供高效、便捷、经济的医疗服务，约
1.3 万名当地常住群众受益，取得了
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难忘情怀，到最基层带好医师队
伍。无论是杆洞乡、白云乡还是融水
县人民医院，梁驹始终坚持“人才是
核心”“技术是硬道理”的理念，他利
用上级下派专家驻扎帮扶的契机，定
期组织学习交流，指导医务人员学习
远程心电、会诊等远程医疗服务，同
时兼职 B 超、放射影像等带教工作，
使得基层医生的诊疗能力突飞猛进、
急诊救治能力提升明显，一些外科手
术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2022 年，在融水县人民医院重
症医学科工作的梁驹担任了科教科
副科长，负责广西助理全科医生规范
化培训基地的学生学习与管理。他
积极协调广西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等
各种渠道的教学、医疗资源，更好地
培养高质量、高水平、更适合基层的
全科医生。目前，基地共招收 62 名
学员，有 39 名已培训结束返回乡镇
卫生院工作。

同时，梁驹每月都去乡镇卫生院
指导医务人员队伍建设，包括教学活
动指导、基本理论技能培训、诊疗经验
教授等。2022 年，他培训医务人员
1000余人次，依托县医院“医共体”的
模式，持续带动区域内整体医疗水平
发展，为实现健康中国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梁驹（广西医科大学2015届本科毕业生）

苗山群众健康的“守门人”

千方百计促进大学生就业·人物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