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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起贫困山乡的未来
——贵州“组团式”教育扶贫见闻

沂蒙山区：“红花”带来农家“红日子”

冗雷村是坐落在麻山腹地贵州

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长

寨镇的一个贫困村，再过几天，18岁

的黄明孝就将收到他梦寐以求的录

取通知书。这个冗雷村建档立卡贫

困家庭走出来的布依族男孩，心中

目标是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成

绩优异的他信心十足。

三年间，长顺县整体教育面貌

焕然一新，更多贫困家庭的孩子圆

梦大学，越来越多打算到外地读书

的学生选择回来。“组团式”教育扶

贫改变了一个贫困县孩子们的命

运，更托起山乡发展的未来。

他们因何而改变

黄明孝的同学梁红福，家在贵

州省 20 个极贫乡镇之一的长顺县

代化镇打朝村。走进他家简陋昏暗

的砖房，没几件像样的家具，贴满墙

的奖状却特别显眼。上初中时，他的

父亲生病去世，不久母亲又患上精

神疾病，贫寒家庭雪上加霜，只能靠

低保度日。

“最难的时候也不想放弃读书，

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梁红福

说，考上高中，学费、住宿费都免了，

各方力量也在持续不断帮助，他今

年高考考出了好成绩。“想走出大

山，到外地上大学，将来改变家里的

贫困状况，也能为家乡作贡献。”

他们就读的班级超过一半学生

来自贫困家庭，而今年高考成绩都

过了一本线。班主任陈杨感慨，教育

扶贫给这个贫困县唯一的高中带来

看得见的变化。

长顺县民族高级中学的变化，源

于这 3年贵阳市教育局组团帮扶长

顺县，将省会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引入

贫困县。贵阳六中、贵阳民族中学、贵

阳实验三中携手帮扶长顺民高，贵阳

市26所优质学校与长顺县25所学校

结成“姊妹学校”，贵阳教科所136名

专家与长顺县42名骨干教师结成帮

扶对子，全方位、立体式帮扶。

组团帮扶强内核

1年前，从长顺县贫困家庭走出

的杨璐薇，第一次离家来到百公里

外的贵阳实验三中，在这里开启 3

年高中生活。她不是跨县“择校”，而

是成为学校特殊“长顺班”的一员。

“在省级示范高中设立贫困县

专班，3年后回县里参加高考，让贫

困县的孩子有机会享受全省最好的

教育资源。”贵阳实验三中校长石艳

梅说，这样的探索既能改变山区孩

子们的命运，更将为贫困地区未来

发展播种希望。

“组团式”教育扶贫在长顺县进

行了诸多探索：通过“智慧课堂”远程

指导教学，县里的老师和省级名师同

步上课“无缝对接”；在贫困县中小学

设立科技课堂，大山里的孩子第一次

捧回全国性科技创新大赛奖杯；培育

校园足球队，不仅首次获得全省中学

生运动会冠军，还帮助不少孩子通过

足球特长考上理想大学。

“过去教学管理水平比较薄弱，

中考成绩优异或家里有条件的孩

子，都到周边县市或贵阳读高中。百

姓对教育没信心，发展怎么会有希

望。”贵阳六中校长魏林说，贵州两

个顶尖名校长工作室在长顺设立工

作站，长期派驻管理和教学人员驻

校，全方位引入先进教学管理模式。

教育质量提升赢得了百姓口碑，外

流生源渐渐回来了。

“借梯登高”弥合鸿沟

在脱贫攻坚中，贵州探索“组团

式”教育扶贫模式，由省内有关部门

或对口支援省区，根据贫困县教育

帮扶需求，汇聚各方力量，专门针对

一个贫困县或一所薄弱学校实施管

理输入、示范引领和培训指导，进行

“重塑性”“植入式”帮扶。

贵州省教育厅厅长邹联克介

绍，通过东西部协作、省内帮扶等手

段，开展联合办学、设立分校、开设

教学班、师资培训、校长挂职、学科

建设等，截至去年底，贵州 66 个贫

困县 2632 所乡镇中心校以上学校

与东部协作帮扶城市或省内优质学

校结成“一对一”帮扶关系，实现全

省农村中小学校“组团式”教育扶贫

全覆盖。

“教育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

事，教育水平提升也是一个地区未来

振兴发展的核心动力。”长顺县委书

记高晓昀说，脱贫攻坚夯实了贫困地

区教育发展的硬件，但教育内核依然

薄弱，弥合鸿沟必须“借梯登高”。

贵阳市教育局局长周进说，通

过“组团式”教育扶贫，精准施策，补

弱项、强短板，能够不断提升乡村教

育造血功能，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

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新华社 骆飞）

“ 进 入 汛 期

了，我得赶紧去山

上的学生家转转，

告诉他们别去河

里游泳。”孙兵印

一边启动摩托车，

一边对妻子薛志

燕说，“你们班那

几个父母不在身

边的孩子，我也去

看看吧。”

今年34岁的

孙兵印，是河北

省临城县赵庄乡

石家栏中学的历

史老师，也是河

北省首批特岗教

师 。2012 年 ，三

年服务期满，面

对城市与农村学

校的抉择，他毅

然选择了大山深

处的石家栏中学。从此，每年暑假，走

遍深山去家访就成了孙兵印的“家常

便饭”。

石家栏中学所在的赵庄乡是临

城县最偏远的乡镇，位于太行山深山

区，到县城需要1小时车程。“很多学

生来自偏远山村，家庭条件艰苦。父

母外出打工，对孩子疏于管理，导致

学习进度跟不上，需要利用暑假家

访。”孙兵印说，由于学生居住分散，

即使驾驶摩托车，一天也只能家访三

四户。

“岳艺溥成绩优异，但他却是我

最放心不下的学生，我隔三岔五就

去他家看看。”孙兵印说，几个月

前，岳家的房屋出现垮塌，一家人就

搬到了位于山上的养鸡场居住。由

于没有通宽带，刚开始上网课那几

天，孙兵印就接他来自己家里上课。

不久前，孙兵印的岳母得了脑血

栓，无法帮他们照顾孩子。暑假期间，

他们夫妻就抱着刚满 11个月的儿子

家访送教。他们走遍周边山村，关心学

生学习和心理状况，及时与家长沟通，

增强家校共育合力。

山路崎岖，家访的道路并不好

走。双石铺村是石家栏中学学区内最

远的村庄，从学校到村子需要翻过一

座大山，走20多公里山路，开车需要

40分钟。即便这样，孙兵印也没有放

弃这里的学生。

“双石铺村周边的7个自然村，居

住着 20 个石家栏中学的学生，这些

我都要家访到。”已经升任石家栏中

学副校长的孙兵印，对于暑假家访这

件事，从没有半点马虎。

赵庄乡鸡亮村的杨籽炫是班上

最内向的孩子，成绩一直不理想，是

孙兵印的重点关注对象。“去村里的

小路七拐八拐，每一次家访完，杨籽

炫都会主动送我们下山。”孙兵印说，

一次去家访时，看到杨籽炫正在帮奶

奶包饺子，而他刚上四年级的弟弟在

洗衣服。

“看到孩子们乖巧懂事，家访再

辛苦也值得。”孙兵印说，石家栏中

学是他的母校，他和妻子都是从大

山里走出去的。十几年间，和他们一

同来这里的老师很多调去了县城，

而他们不曾离开，就是想让更多的

孩子走出去，再回来为家乡服务。

家访快结束时，岳艺溥的姐姐岳

艺慧刚从山上喂鸡回来。她向我们

展示了自己买的一块小黑板，上面

列着十几道数学题。暑假期间，她在

家为弟弟辅导功课。岳艺慧告诉笔

者，六年前她上初中时，孙兵印就是

她的班主任。受孙老师影响，去年她

考取了张家口学院，专业就是师范

类。她希望顶岗实习时能够回自己

的母校，做一名合格的乡村教师。

如今，在临城县 196 名特岗教师

的带动下，老师们走访各个村庄，遍

访学生家庭，指导学生们度过一个快

乐而充实的假期。

（新华社 冯维健 王昆）

连日来，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党群服务中心为高温下的户外劳动者提供休息场所，并为他们免费提供西瓜、凉茶等，受到大家一致好评。

图为 8 月 11 日，桐庐县富春江镇党群服务中心内，党员干部为户外劳动者送上西瓜。 徐军勇 摄

“爱成都·迎大运”
2020年成都市
职工篮球联赛开幕

本报讯（记者 胡桂芳）8月 10日，

由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都市总工

会、市体育局、市体育总会、金堂县人

民政府主办的“全民健身 活动中国”

系列赛事活动暨“爱成都·迎大运”

2020年成都市职工篮球联赛（金堂赛

区）在金堂体育中心正式开幕。

2020 年成都市职工篮球联赛作

为成都职工文体活动“百千万”系列

赛事之一，自7月27日热身赛启动以

来，已有来自全市各行各业 35 支队

伍踊跃报名参赛。比赛从 7月开始一

直持续至 11月，为期 4个月，共计将

开展 148 场火热的篮球赛事。此外，

自开幕式起，成都市总工会还将依托

成都职工APP平台，面向全市职工群

众发放运动消费券，鼓励市民通过成

都职工APP“乐动空间”领取消费券，

就近选择入驻职工文体活动“百千

万”平台的运动场馆进行消费，推动

形成“15 分钟运动圈”，积极助力全

市体育产业的复苏和发展。

新华社乌鲁木齐 8
月 11 日电（记者 高晗）
为了防范冰鲜、冷冻、冷

藏等冷链食品在贮存、

运输、加工、分装、销售

等各个环节可能产生的

疫病传播风险，乌鲁木

齐市不断强化冷链食品

流通环节日常防疫监管

和检测力度，织密防护

冷链食品传播病毒风险

网络，确保疫情防控和

食品安全各项措施落实

到位。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10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钟美文表

示，乌鲁木齐将从成立专

门机构、源头监管、监督

检查、常态防控四个方面

采取措施，加强冷链食品

监管，保障市民的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

一是成立专门机构。

乌鲁木齐市疫情防控指

挥部成立民生保障和食

品安全工作组，制定《乌

鲁木齐市疫情防控食品

安 全 检 查 工 作 实 施 方

案》，统筹协调全市各区

（县）商务、农业农村、市

场监管等有关部门，落实

“重点主体全摸排、重点

产品全溯源、重点隐患全

销号”措施，全面强化冷

链食品物流配送等各个

环节的防疫安全工作。

二是狠抓源头监管。

乌鲁木齐从冷链食品物

流溯源着手，抓好精准

防控。一方面，严格落实

“外防输入”要求，把住

铁路、飞机、公路运输关

口，对冷链食品进行核

酸检测，结果阴性方可放行；铁路

站点、公路公安检查站点加大对经

铁路、公路运输的各类物资及运输

车辆的消杀防疫力度；另一方面，

督促食品经营单位落实主体责任，

各大型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

市场一律对购进的冷链食品进行

核酸检测，结果阴性方可销售。

三是强化监督检查。乌鲁木齐

统筹多部门联合执法，全面排查

各 类 批 发 市 场 、商 超 、餐 饮（酒

店）、冷链运输企业等食品经营及

运输主体，督促贮存、运输、加工、

分装、销售等各个环节落实“人物

并防”等工作要求；严格执行“测

温、戴口罩”以及场所消杀等各项

疫情防控举措，冷链食品经营企

业全员核酸检测阴性方可上岗，

对冷冻海鲜、肉类产品及运输工

具进行核酸检测；加强对各类食

品经营者产品购进检查，对无法

提供产品证明或者购货凭证、检

疫检验证或合格证明的冷冻类产

品，一律下架、就地封存。

四是从严常态防控。乌鲁木齐

持续完善冷链食品防疫工作机

制，做好冷链食品源头端、生产

端、市场端、消费端等各环节的食

品安全和疫情防控工作；以农贸

市场、商超中肉类、水产品等冰鲜

冷冻类食品的生产经营区域，以

及作业过程中的设备设施、工具

用具为重点，定期开展环境核酸

检测和清洁消杀；督促冷链食品

经营单位落实落细经营环境消

杀、卫生清洁、场所通风及人员防

护等防疫措施，严格做好外包装

消杀消毒工作，实施全程无接触

配送；每批次食品运输完毕后，应

对车辆和食品冷藏箱内外壁实施

全面消杀，严防交叉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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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 5 点，山东省沂南县湖头

镇联合哨村村民郭忠安就在大棚

里忙着采摘黄瓜。今年黄瓜市场

行情较好，和郭忠安一样种黄瓜

的村民挣了不少钱。不过，村民却

称黄瓜大棚为“红花基地”。

原来，现在挂满黄瓜秧的大

棚，3 个月前种植着被当地人称

作红花的福寿花。作为保健产品

的原料之一，小小红花带来了可

观的经济效益，为沂蒙山区百姓

拓宽了增收致富渠道。

“3 月到 5 月是红花的成熟期，

我们采摘后就卖给合作社。”郭忠安

说，一亩红花就能收入8000多元。

联合哨村种植红花已有 5 年

历史。2015 年，在青岛一家国企从

事外贸工作的王世玉，放弃高薪

工 作 回 到 老 家 沂 南 县 湖 头 镇 创

业。他引进能提取色素和抗氧化

剂的红花，希望带动村民致富。

但王世玉的创业路并不顺利。

第一年，王世玉流转了 100 亩土地

试验种植，每亩地流转费用为1000

元。王世玉创办的合作社提供技

术、种子，并承诺村民所采摘的红

花由合作社收购，然而种的人并不

多。“本以为大家会很积极，但大多

数人都在观望。”王世玉说。

村民郭全珍起了带头示范作

用。他搭建简易大棚，种植了4亩红

花。第二年，王世玉以每亩 8000 元

的价格收购，郭全珍当年就收入 3

万多元。

看到郭全珍挣了钱，村民这才相

信了“一朵花的力量”，纷纷去种植。

王世玉说：“在4月福寿花采摘忙碌

的时候，种植基地需要80多个人来

帮忙，一个人每天还能挣70元。”

“5月底，福寿花基本采摘完毕

了，正好又可以轮作种植黄瓜。”王

世玉发现，大棚可以在空档期种黄

瓜，又能为村民带来收入。

目前，联合哨村及周边一共有

500多亩“红花基地”。

“种红花怪好哩，收的时候不

累，袋子装好背着就能送过去。”贫

困户孙宝萍说。 （新华社 杨文）

(上接A1版)
“一定要让传染科强起来。”为

了这个誓言，谈海玉引进技术，规范

诊疗方案，积极引进人才；在出现传

染病风险时，总是主动将最危险最

艰巨的任务揽在自己身上；17年来，

只回老家陪父母过了3个春节……

正所谓功不唐捐，谈海玉多年

来治愈的急慢性传染病患者超过

8000 人。在她的努力下，医院传染

科建设得到了质的飞跃。“再多的

荣誉也比不上农牧民百姓对我的认

可，既然选择了扎根藏北高原，就

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她说。

青春因磨砺而出彩，人生因奋斗

而升华。一位位、一代代大学生们，将

奋斗的激情洒满西部基层，把青春绽

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用无悔年

华写就人民幸福的华彩篇章。

“我想用一辈子去完成他们的

心愿，我想在这里改变更多的孩子

们。请允许我向母校递交一张请假

条……”前不久，刚刚完成一年支

教，本应保送研究生继续深造的李

明键向上级提出了留藏申请。

曾经，来西部支教是他的梦想；

现在，为孩子们筑梦，成了他念兹

在兹的心事。李明键说，未来，我将

尽最大努力满足这些寄托全家希望

的孩子们走出大山的渴望。

驰而不息，久久为功。在雪域高

原、在天山南北、在黄土高坡……奋

斗在基层岗位的大学生们，正用青

春续写着西部边疆的精彩未来。

“2019 年疏附县脱贫摘帽。和

贫困说了‘再见’，也就到了和小康

说‘你好’的时候。”2014 年大学毕

业之际，来自山东的崔久秀选择奔

赴西部，在喀什地区疏附县萨依巴

格社区担任党支部书记。

“下一个目标，就是帮助村民拓

展致富渠道，为乡村振兴添把火。”

如今，崔久秀帮着村民创办服装加

工合作社、缝纫培训班，带领群众发

展千亩日光温室产业、发展庭院种

植养殖，为村民增收费尽了心思。

正在攻读博士学位的刘雷已经

“四进”西部。2014年他在新疆阿勒

泰地区布尔津县支教一年；2016年

在拉萨志愿服务一年；在吉林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又两次返回

西藏，资助西藏少数民族学生、推

动藏汉民族交流。

但他仍希望毕业后将所学运用

到基层建设中去，服务基层老百

姓。“我希望把自己的成长放在基

层，在基层扎下来踏实干点事。”刘

雷说，尽管在西部生活很艰苦，但

在20多岁的年纪，就应该做可以一

辈子骄傲的事。

今年毕业季，更多大学生正在

启程。他们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过程中，扎根基

层、建设边疆，奋力书写着属于个

人和祖国西部的新篇章。

（新华社 黎大东 许晟 顾煜 何
伟 林凡诗 王泽昊 白丽萍 孟含琪
杨思琪 俞菀）

使命
建功边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