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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节水春耕灌溉保丰收

乡村教师陈家全：

扎根在乡村热土上的一棵“树”
本报记者 袁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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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打工，也希望他们
能有好的选择”

一场春雨过后，碧空如洗，
阳光直直地射下来。正值休息时
间，小小的操场里充斥着孩子们
的打闹声。在枇杷树小学的校园
里，除去因为村里没有场地只能
托管在这里的幼儿园，学校只有
四年级和六年级，两名老师一人
负责一个年级。六年级学生的
课，从数学、语文到美术、体育全
都由陈家全来教。“也是没办法
的事。”陈家全深深地叹了口气，

“农村教书条件苦，好的老师不
来，来了也留不住。”

近年来，教师“下不来”“留不
住”“教不好”，成为乡村教育中的
难题。但陈家全选择扎根在乡村
教育这片土地上，并在退休后的
第二年再一次回到讲台。

“班长！”陈家全冲人群里喊
了一声，孩子群里个头最为突出
的男孩连忙跑了过来，看到生人
后，又有些拘谨地放慢了脚步。

陈家全鼓励地拍了拍他的
肩：“一会儿给你们辅导作业，你
把六年级分一下组，按以前那样，
需要重点辅导的单独坐一个教
室。”按课表，今天下午只有一节
课，已经上完，但考虑到村里不少
孩子的父母都在外打工，家中的
祖辈无法完成作业辅导，陈家全
特意安排了额外的辅导时间。

“班长这娃娃都15岁了，却在
读六年级，这就是村里娃娃受教
育的情况。”看着班长小跑着离开
的身影，陈家全眼神里透着浓浓
的伤感，声音微微一颤，“村里家
庭条件好些的，都把孩子送到县

里读书了，留在村小的孩子，多半
义务教育一读完就得去打工。我
不想他们糊里糊涂地把日子混过
去，学点知识总是有用的，就算打
工，也希望他们能有好的选择。”

坚定地走上乡村教育这
条长路

在乡村教育的讲台上，陈家
全站了近60年。1961年秋，19岁
的陈家全高中毕业，成为了一名
代课教师。

1963年，为了响应国家发展
教育的号召，陈家全主动申请，孤
身一人来到十分偏远的古宋镇青
山岩村，创办了青山岩民办小学。
那个时候的偏远山区，条件极差，
租用的一间集体公房就是学校的
教学场地。学校的教学用具几乎
全是陈家全手工做的：没有黑板，
就找附近人家丢弃的杉树皮来制
作；没有课桌，就用木板搭在树桩
上替用；缺少课本，就借用钢板自
己刻印教材。但在乡村做教育，阻
力不仅来自教育资源的匮乏，还
来自家长，村里人大都认为读书
无用，孩子送去读书不如给家里
放牛干农活。

眼见没有人来报名，陈家全
心焦得不行，他拿着介绍信去找
村干部，说动村干部带着他一家
一家地动员。那时候，在青山岩村
连绵的山路上总能找到陈家全的
身影，这个瘦瘦小小的年轻人每
天不厌其烦地翻山越岭，挨家挨
户地劝说。起初会被赶出门，会吃
闭门羹，甚至会受到冷嘲热讽，但
陈家全从未就此放弃，村里一部
分家长被他的执着打动，终于同
意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陈家全

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青山岩小
学开学第一天，当17个孩子陆陆
续续走进教室，一声声“陈老师”
让他热泪盈眶的情景。虽然人并
不多，但那时年轻的陈家全坚信，
因为他按下的这个“开始键”，在
这片连绵的大山里，会有越来越
多的孩子能拥有一个读书的机
会，而这个小小的改变，或许会让
他们的人生有所不同。

正如陈家全所相信的一样，
因为看到他对学生全心全意地教
育与关怀，青山岩村主动要求送
孩子入学的人增多了，甚至有不
少周围村的家长把孩子送到青山
岩小学，这坚定了他扎根乡村教
育的心。此后，陈家全又先后被调
至多所学校任教，陆续担任了校
长等职位，直至2002年从古宋镇
和平小学退休。

“愿把我的一生献给乡
村教育”

退休后的生活虽然闲逸，但
陈家全的心里总隐隐有一些失
落，他始终放不下乡村的那些孩
子们。2004年，当得知有几所乡村
小学出现老师流失的情况后，他
立刻找到有关部门，申请重新回
到讲台上。原本考虑到陈家全年
纪的问题，准备把他安排到条件
相对较好的另一所小学，但陈家
全却在了解了几所学校的情况
后，主动选择了条件最差的枇杷
树小学。“就是觉得这里更需要
我。”陈家全如是说。

那时的枇杷树小学，教室残
破，没有正规的课桌椅，几个学生
挤在一起共用一张长条桌、长条
凳，操场都是泥地，因为缺乏维

护，早已变得坑坑洼洼。从陈家全
家到枇杷树小学路途远，路难走，
为了省下路上的时间备课，他干
脆长期住在学校简陋的宿舍里。

“有朋友说我不懂得享受，想不通
我都退休了干嘛还来吃这份苦。
我说你们来看看那些孩子们，看
看他们渴求知识的眼睛，就知道
我为什么放不下了。”陈家全目光
看向教室的方向。

教室里，六年级的学生已经
在班长的指挥下坐好，等陈家全
走进其中一间后，陆续响起了“陈
老师，这道题我不会”“陈老师，这
里为什么错了”的提问声。陈家全
答应着走向其中一名学生，并笑
眯眯地示意其他孩子不要着急。
对于孩子们所问的问题，陈家全
总是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讲
解，直到他们都听懂了。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陈
家全坚持的教学理念，他并没有
因为包班教学就减少孩子们文娱
课的时间，他教他们唱歌，教他们
跳舞，带着他们打篮球。“虽然陈
老师教我们唱的都是老歌，但我
觉得很好听，前几天陈老师教我
们唱了《我的祖国》，我们班有个
同学的姐姐说陈老师当年也教过
他们这首歌。”班长腼腆地哼了几
句，引来其他同学的轻声附和。

近60年的时间长河里，一代
又一代的孩子在陈家全的教导下
从大山里走了出去。“愿把我的一
生献给乡村教育。”陈家全坚定地
说，他的额头上皱纹沟壑明显，眼
神却熠熠生辉。

2012年学校翻新，陈家全带
着孩子们在操场边种下了几棵
树，而他，也成了一棵扎根在乡村
热土上的“树”。

云南勐海：
严打种茶毁林行为
恢复受损林地植被

新华社昆明4月 12日电（记
者 庄北宁）记者近日从云南省西
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委宣传
部了解到，勐海县自2020年 4月
以来，严厉打击种茶毁林等违法
犯罪行为，实现种茶毁林违法犯
罪 线 索 100% 核 查 销 号 、案 件
100%查办销案，全部完成受损林
地人工植被恢复工作。

受经济利益诱惑和驱使，勐海
县部分茶区近年来出现毁林种茶
现象。为增加茶树产量，一些村民
擅自违法砍伐集体林地内树木、
放火烧树甚至以围剥树皮让树木
枯死的方式毁林，非法侵占林地，
破坏植被。但茶树属于经济作物，
不能取代林木，毁林种茶系违法
行为，不仅破坏生态环境，也对茶
树生长有不良影响。勐海县为守
好“绿色家底”，展开严厉打击非
法侵占林地、非法种茶毁林等违
法违规行为，并按照保持生物多
样性的原则开展恢复植被行动。

据勐海县委宣传部、县林业和
草原局介绍，2020年4月起，勐海
县及时成立专项整治工作机构，
强化“州、县、乡、村四级分片包
干”责任制，进一步落实林长制责
任，明确责任主体，组建工作专班
进村入寨开展工作。截至2021年
4月，全县共立案查处种茶毁林违
法案件 2362 起，处理 2369 人，罚
款1165万余元，实现种茶毁林违
法犯罪线索100%核查销号、案件
100%查办销案。

勐海县针对每宗受损地块，采
取自然恢复、人工促进自然恢复
和人工恢复相结合的方式，按照
保持生物多样性的原则，科学选
择树种，发动群众植树造林、恢复
植被。设立专项整治警示教育现
场点，将森林资源修复和保护的
内容纳入村规民约。目前，受损林
地人工植被恢复工作已全部完
成，布朗山乡7个村委会、61个村
民小组累计种树 71.14 万株。同
时，按照生态茶园建设的标准，在
14670.9 亩茶园内套种乔木树种
38万株。

春灌工作正在全国各地全面
展开。笔者在一些产粮大省采访
时看到，高效节水灌溉面积日渐
增多，高效节水灌溉技术正在成
为越来越多农田的“标配”。

在河南尉氏县，当沈家村村
民石长锁家的麦田受到旱情威胁
时，他用遥控器打开麦田里的自
动喷灌机，不到一天时间就把自
家的6亩小麦浇完了。

石长锁的6亩麦田，是尉氏县
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的一部
分。这个示范区引进了固定式喷
灌、伸缩式喷灌、半固定式喷灌、
滴灌、微喷灌、绞盘机喷灌等6种
先进灌溉技术，展示不同的灌溉
效果，形成示范推广效应，促进高
效节水灌溉的全面应用。

尉氏县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则是河南省高标准农田的一

部分。2021年，河南省将建设高
标准农田750万亩，同步发展高
效节水灌溉面积225万亩，打造
30万亩以上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我国农
田高效节水灌溉面积近年来逐年
增多。2020年全国建成高标准农
田8391万亩，高效节水灌溉2395
万亩。2021年，全国将完成1亿亩
高标准农田和1500万亩高效节
水灌溉建设任务。

作为农业大国，我国的农业
灌溉用水量大，同时水资源严重
缺乏。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是我国
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的必然选
择。据水利部全国节约用水办公
室统计，全国用水效率近年来有
明显提升。2019年农田灌溉水有
效利用系数，已经从 2015 年的
0.536升至0.559。

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在农田灌
溉中得到广泛应用，科技引领和
数字赋能也越来越被水资源管理
所强调。水资源管理的数字化、智
能化、精细化近年来得到大力推
进，进一步促进水资源的集约安
全利用。

就灌区建设而言，水利部农
村水利水电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十四五”期间，黄河流域灌区全
面落实深度节水控水要求，把用
水效率提上去，把用水总量省出
来。在东部和有条件的中西部
地区优先建成一批“节水高效、
设施完善、管理科学、生态良
好”的现代化灌区，夯实粮食安
全基础。

无论是对大中型灌区续建配
套与现代化改造，还是新建现代
化灌区，都将以科技创新引领高

效节水灌溉。
说到今年的春灌，水利部农

村水利水电司有关负责人说，
当前春灌的重点是冬麦区，主
要在华北、黄淮海平原地区。水
利部已建立大型灌区春灌台
账，实行半月一调度，及时了解
跟踪各地灌溉实时动态，协调
指导调度水利工程，为春灌提
供供水保障。

与此同时，今年旱情发生较
早但波及面不大，总体看大中
型灌区春灌用水基本能够得到
保障。

据水利部统计，全国 460
处 大 型 灌 区 342 处 有 春 灌 任
务，预计今年春灌覆盖面积将
达 1.8 亿亩，春灌供水量将达
340亿立方米。
（新华社刘诗平刘金辉于文静）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充分利用优质水资源，发展特色冷水鱼养殖，打造集繁育、养殖、科研为一体的冷水鱼综合产业体系，不断打
造当地特色水产新名片。图为4月10日，工人在江口县德旺乡净河村的鲟鱼养殖基地内捕捞成品鱼。 李长华 摄

新华社广州 4月
12 日电（丁乐 刘汉
能）交互智能平板、隐
藏式行车记录仪、全
景 3D 环视系统……
在4月12日开幕的首
届广州国际电子及电
器 博 览 会 上 ，超 过
1000家企业携逾6万
件产品参展，5G 终
端、柔性显示、超高清
和虚拟现实产业等技
术纷纷亮相。

以“拥内需，拓全
球”为主题，本届博览
会于 4 月 12 日至 15
日举行，展会分为消
费类电子、移动电子
及配件、智能穿戴、电
竞游戏、家用电子等6
大主题区，展出面积
超过4万平方米。

据中国国际贸易
促进委员会广州市委
员会主任杨勇介绍，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形
成完整的电子电器产
业链集群，还拥有庞
大的电子电器消费市
场，对国内国际两个
市场、两种资源有强
大的辐射及汇聚作
用。博览会抓住智能
化消费电子进入市场
爆发期的有利契机，
推动电子产品消费扩
大和升级，为“双循
环”打造强支撑。

本届博览会同期
还将举办“新发展格
局下消费电子产业
的发展趋势”论坛、
3C数码产业论坛、家
电行业高质量发展论坛、跨境电
商主题峰会等数十场活动，并打
造“智能消费电子网购节”等活
动，推广智能化电子消费内容与
场景。

新华社乌鲁木齐 4月 12
日电（记者 孙少雄）近日，从
德国萨斯尼茨始发满载汽车
配件、工程设备、家具卫浴等
货物的“长安号”中欧班列，顺
利入境到达新疆阿拉山口口
岸，这是今年该口岸通行的第
1500列中欧班列。

“ 今 年 仅 98 天 就 通 行
1500 列，相比去年提前了 42
天，刷新纪录！”阿拉山口海关
监管二科科长李宏峰说，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中欧班列
运量大、价格低、通达国家（地
区）多、稳定性强，优势更为凸
显，受到更多企业青睐。

为提高阿拉山口口岸通
关效率，当地为中欧班列设立
专门窗口，24小时随到随放，
海关部门持续优化舱单归并、
转关无纸化作业，并与铁路部
门联合推广“数字口岸”系统，
进一步简化班列通关手续，压
缩班列在口岸停留时间。

新疆中联海通国际货运
代理有限公司阿拉山口分公
司负责人马文强说，以前许多
需要人跑路的环节变成了数
据跑，中欧班列通关效率大幅
提升。

目前，口岸开行班列线路
主要为渝新欧、郑新欧、长安
号、蓉新欧等22条，可到达德
国、波兰、比利时、俄罗斯等
13 个国家，搭载的货物品类
200余种。进口货物有汽车及
配件、棉纱、木材等，出口货物
主要为汽车及配件、家电、日
用百货等。

一扇小到无法

开进一辆汽车的铁

门，两间平房，3 个

教学班，这便是四川

省宜宾市兴文县古

宋镇枇杷树小学，现

年 79 岁的陈家全是

这所乡村小学仅有

的两个教师之一。在

过去的 17 年，退休

后的他选择来到这

所乡村小学，守护这

片土地上孩子们的

读书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