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脱贫攻坚伟大斗争中，

有这样一支队伍。他们既是校

长、老师、教育战线工作者，也

是脱贫攻坚战场上的“战士”；

他们既倾力奉献、苦干实干，同

贫困群众想在一起、过在一起、

干在一起，也始终坚持以教育

做抓手，为贫困地区送去知识、

技术、产业、人才，以及用双手

创造美好生活的希望。他们就

是投身脱贫攻坚伟大事业，用

智慧与责任传递力量、孕育希

望的广大教育工作者。

他们中，有头顶“全国名校

长 ”的 光 环 退 休 ，婉 拒 高 薪 聘

请，离开繁华都市，主动来到偏

远贵州山区无偿支教，担任当

地唯一一所民族高中的校长；

有带领团队坚持“走最远的村、

访 最 穷 的 户 ”，先 后 组 织 6000
余名本科生和研究生深入贫困

地区开展调研评估工作的“扶

贫教授”；有驻村 1000 多天，逐

户制定脱贫方案，牵头发展“订

单种植、养殖”庭院经济模式，

带领全村以满分成绩通过第三

方 验 收 脱 贫 摘 帽 的“ 博 士 书

记”；还有燃尽半生岁月，只为

托起贫困山区孩子成长成才希

望的“支妈妈”……在脱贫攻坚

这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们

把心血和汗水洒遍千家万户，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脱贫攻坚精神，书写了教育人的情怀与

担当。

“造血式”扶贫的教育扶贫，是阻断贫困

代际传递的根本措施。对于这些教育人来

说，他们深切地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

理。于是，他们用脚步丈量崎岖坎坷的山

路，将知识带到大山深处，确保“一个都不能

少 ”，让 每 寸 土 地 都 孕 育 希

望。让更多贫困家庭感受到

孩子有出息、生活有希望、未

来有奔头，激发脱贫致富的精

气神。

扶 贫 先 扶 志 ，扶 贫 必 扶

智。对于这些教育人来说，他

们懂得科技、产业之于贫困家

庭的重要性。为稳定脱贫找

到“支点”，促进贫困人口较快

增 收 达 标 、巩 固 长 期 脱 贫 成

果，他们深入村户走访，将实

验室内的技术精准送达农户

手中，手把手教学、全过程扶

助，培育一批优势特色主导产

业和脱贫增收支柱产业，助力

一方百姓长期稳定脱贫。

授 之 以 鱼 不 如 授 之 以

渔。对于这些教育人来说，他

们还深知打造一支“不走的扶

贫工作队”的重要性。开展讲

座、驻村驻户指导，他们通过

“师徒结对”“专家引领”等多

途径综合方法，千方百计促进

当地教师、农业科技人员的专

业发展，为当地打造一批带不

走的优秀人才队伍，传递生生

不息的力量。

赤子其人，寸心如丹。一

批 批 教 育 人 把 对 祖 国 和 人 民

的 热 爱 ，把 教 育 的 责 任 与 温

度 ，书 写 在 祖 国 大 地 上 ，也 留

驻在贫困地区群众的心中。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

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在全

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

脚，必须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是一场接力赛。广

大教育工作者已经接过接力棒，将继续以奋

斗之姿、创新之姿，为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

文章，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

等全面振兴，贡献智慧与力量！

每
寸
土
地
都
孕
育
希
望

赵
婀
娜

■■教育时评教育时评R
脱贫攻坚战中，数百万扶贫干部倾力奉

献、苦干实干，将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

贫事业，涌现出许多感人肺腑的先进事迹。

本版报道 6 位教育系统“全国脱贫攻坚先进

个人”的先进事迹，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而披坚执锐、勇立新功。

——编 者

教育教育扶贫扶贫 传递力量传递力量 孕育希望孕育希望

草帽、挎包、深筒靴、水壶、工作服、笔记本

……大清早，一身农民打扮的傅廷栋院士又下

田了，他今年已 83 岁高龄，要是赶上下雨，沾

满泥的胶鞋好几斤重。“现在年纪大了，一天只

下田四五个小时，以前都是 8 个小时。”傅廷栋

一口广东口音，笑呵呵地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

栋是世界油菜研究领域的顶尖科学家，他育成

优质杂交油菜品种 15个，累计推广“杂优+双低”

油菜近 1亿亩，为脱贫攻坚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今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政县，金

灿灿的油菜花不仅美如画，更成为“致富花”。

农民们不会忘记，1999 年，傅廷栋带领团队一

头扎进油菜田，手把手地带领大家种植低芥

酸、低硫苷的杂交油菜。

“原来的油菜品种高芥酸、高硫苷，菜籽油

质量差。现在，‘双低’菜籽油已经发展到第三

代，产量高、收益好，品质接近橄榄油。”傅廷栋

说。科技的力量让农民们心服口服，原来的油

菜亩产 90 多公斤，现在突破 200 公斤！ 21 年

来，和政县油菜种植面积从 2.5 万亩扩大到 16
万亩，品种全部实现优质化。

60 多 年 来 ，傅 廷 栋 始 终 坚 持 一 个 理 念 ：

“农业应用研究就得围着农民打转！”在西北，

傅廷栋发现小麦一年种一季有余、种两季不

足，7 月麦收后地就荒着，容易水土流失，同

时，冬天牲畜的饲料也十分紧缺。

能不能种植一种饲料油菜？傅廷栋着手

实验。1999 年，“华协 1 号”试种成功，生长期

仅 70 天左右，亩产饲料 3—4 吨，能供应生产

3—4 头羊羔的青饲料。从那以后，西北、东北

麦收后至严冬来临前 2—3 个月的秋闲耕地种

油菜，蔚然成风。

傅廷栋还把油菜种到了盐碱地上。他筛

选出的“饲油 2 号”等耐盐碱油菜品种，在新疆

石河子市的盐碱荒地上亩产青饲料 4—5 吨，

在浙江苍南县的填海荒地上仍能正常生长。

目前，麦后复种饲料（绿肥）油菜试验已被农业

农村部列为主推技术，为精准扶贫作出贡献。

眼看中国油菜种植面积从不到 3000 万亩

增长到 1 亿亩，亩产提高了 3 倍，总产提高了

10 倍，达到 1400 万吨，傅廷栋心中无比自豪。

有人劝他歇歇，他总是笑着说：“我能够为农民

做些事情，比什么都高兴！”

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傅廷栋

“为农民做些事，比什么都高兴”
本报记者 张 烁

从风华正茂的“支姐姐”到两鬓斑白的“支

奶奶”，江西省奉新县乡村教师支月英，40 多

年来辗转泥洋村小学和白洋教学点两所深山

学校，将 1000 余名贫困山区的孩子送出大山，

资助 20 多名贫困家庭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点

亮了大山里的希望。

1980 年，怀揣着理想与激情，支月英来到

泥洋村小学。可到学校一看，她傻了眼：教室

四面透风，只有一块黑板，连课桌椅都是拼凑

起来的。恶劣的条件让来这里的老师换了一

拨又一拨。“看到孩子们清澈明亮的眼睛，我告

诉自己，一定要坚持走下去。”支月英说。

支月英没有食言。校舍年久失修，她就买

来薄膜和钉子，把窗户钉好；孩子们没有课本和

文具，她就挑着扁担一趟趟运上山；有家长不让

女孩读书，她就挨家挨户把孩子接回来……

“不让一个孩子因家庭贫困而失学！”为了

这句话，支月英付出很多。“刚参加工作时，工

资只有几十块，有些孩子交不起学费，我就帮

着垫，垫着垫着，有时候连自己买米买菜的钱

都不够了，只得去找别人借。”支月英回忆道。

为了多赚点钱，支月英曾在双休日、节假日跟

着壮劳力去山里扛木头、拉毛竹、装车。最惊

险的一次，她坐的大货车出了车祸，支月英昏

迷了很长时间才醒来，现在脸上还有伤疤。

长期操劳，加上没有及时下山医治，支月

英 的 右 耳 失 聪 、右 眼 失 明 。 有 鉴 于 此 ，2012
年，组织决定调她到镇里的中心小学任教。而

此时，距离泥洋村 10 多里的白洋村群众联名

写信，请支月英到白洋教学点任教。家人劝她

别去，她呵呵一笑：“如果人人都到山外，大山

里的孩子谁来教？”

“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

云推动另一朵云。如果可以，我愿意永远做那

棵树、那朵云，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远离贫

困。”如今，年近六旬的支月英仍然初心不改。

江西省奉新县白洋教学点负责人支月英

“让更多孩子走出大山，远离贫困”
本报记者 丁雅诵

“李子已经开花坐果了，花期的抹芽、病虫

害防治都要重视！”3 月初，四川省屏山县，四

川农业大学教授吕秀兰正带领团队培训农民。

成都、雅安、阿坝……从北京参加全国脱

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归来，吕秀兰马不停蹄地

奔赴各个水果生产基地，经常从早忙到晚。

“吕教授选育的新品种李子，果大、离核、

脆嫩！我家种了 11 亩，一年收入能有 30 多万

元，早就脱贫致富了！”茂县凤仪镇水西村村民

梁习全高兴地说。如今，羌脆李已成为茂县 8
万果农脱贫的主导产业。

“ 没 有 吕 教 授 ，今 天 日 子 就 没 得 这 么 安

逸！”四川广安市前锋区虎城镇茶花村的葡萄

种植大户李春霞，去年葡萄园亩产达到了 3000
余斤，120 亩纯利润约 200 万元。可就在几年

前，她和村里的葡萄种植户几乎颗粒无收。

当时，村民缺乏种植技术，“夏黑”葡萄栽

植密度上限为一亩 150 株，有村民却种了 600

多株，操作不当会导致通风透光差、授粉不良

等问题。吕秀兰索性在村里驻扎下来，带领团

队手把手指导果农，再让“大户”带“小户”，实

现技术推广全覆盖。

“不为钱来，不为利往，农民才能信你，才

能听你。”每次到基层推广科研成果，送品种、

送技术，吕秀兰不仅不收费，还给农民送去肥

料等农资。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才叫真本事。”这些

年，吕秀兰和团队在乌蒙山区、大小凉山彝区

等地建立了葡萄、李、甜樱桃科技示范基地 40
余个，累计推广果树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超

过 70 万亩，累计增收达 40 亿元以上，每年带动

5000 人脱贫。

“既然我搞的是果树研究，就一定要拿出

一点成果。让农民都富裕了，研究才算有价

值。”吕秀兰说，自己的愿望就是用知识富裕农

民的口袋，让农民甜蜜蜜地生活。

四川农业大学教授吕秀兰

“论文写在大地上，才叫真本事”
本报记者 吴 月

“感谢老铁们的支持！我为黑玉米代言

……”前不久，一场别开生面的直播带货在内

蒙古科右前旗展开。北京林业大学挂职干部、

驻远新村第一书记张骅化身主播。“3 个半小

时的直播，近 20 万人围观，销售总额突破 20 万

元。”张骅对这样的业绩感到满意，“脱贫之后，

大家伙的日子更要蒸蒸日上。”

别看张骅如今跟村民们打得火热，2017
年 底 他 刚 来 远 新 村 时 ，可 是 吃 了 不 少“闭 门

羹”。去农民家里讲政策，村民说“拍张照就行

了，我地里还有活儿要干”；给村民上党课，党

员们反映“讲得很好，就是听不懂”……张骅

说：“在基层工作，关键是要当好‘上接天线下

接地气’的转换器。”为了尽快融入远新村，张

骅冒着零下 20 多摄氏度的严寒走村入户。7
天时间，他挨个走访了 50 余户贫困户；12 天

后，他把全村 300 多户档案全部捋顺。村民们

看在眼里，“这个‘博士书记’干活实在！”

发展产业是脱贫的根本。当时，远新村以

种植玉米为主，亩产纯收益才 300 多元。张骅

仔细研究村里的种植养殖结构，咨询了多位专

家，最终决定以“黑色系农产品”为切入点。“我

们种植黑糯玉米、黑小米、黑豆、黑芸豆等五谷

杂粮，定位一线城市的中高端消费人群。”张骅

介绍，现在远新村已建成了集鲜食玉米加工、

碴用玉米加工、五谷杂粮真空包装为一体的扶

贫车间，种植土地收益翻番，3 年累计销售 300
余万元，集体经济年增收 20 余万元。

“博士书记”来后，村民们明显感觉干劲足

了。通过“三务公开”化解因信息不对称造成

的群众矛盾；通过“村规民约我来定”引导群众

参与村级治理；通过“善行义举榜”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乡风文明也大有变化。“第

一书记的经历让我人生充满意义。”张骅说。

北京林业大学挂职干部、驻远新村第一书记张骅

“第一书记的经历让我人生充满意义”
本报记者 丁雅诵

“我们家祖祖辈辈，终于出了第一个大学

生！”2020 年盛夏，贵州省台江县施洞镇平兆

村，潘吉金 80 多岁的奶奶紧紧握住陈立群校

长的手。这一年，台江县民族中学 1047 名考

生中有 829 人达本科线，上线率达到 79%。而

4 年前，这个数字仅有 10%。

2016 年，年届六旬的陈立群从浙江杭州

学军中学校长岗位退休后，来到贵州大山深处

的台江县民族中学支教。眼前的景象让他惊

讶：有的老师没有教案，上课松松垮垮；几十个

学生住一间宿舍，卫生间气味刺鼻；开家长会，

有的班来的家长还不如老师多……当时，学校

3000 多名学生中，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就

有 1200 多人。教育水平有限，全县中考前 100
名的学生，留在本地读高中的只有十来个。

“扶贫先扶志。最重要的是把师生的精气

神提升起来。”陈立群在学校推行了 10 余项制

度，还设立了“励志节”。每年，高三师生都要

以班级为单位栽下“志向树”，寄托美好理想。

“支教的时间总是有限的，关键在于增强

贫困地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为了让当

地百姓重视教育，他组织老师们在高考后走村

串寨、一家一户“送喜报”。

支教期间，陈立群不拿一分钱工资奖金，

还多次因为劳累过度到医院治疗……临别时，

孩子们的眼泪打湿了陈立群的心，“陈爸爸，不

要走！”“以后，即使我老得需要拄拐杖，我也会

再来！孩子们放心吧！”他动情地说。如今，作

为台江县民族中学终身名誉校长，陈立群每月

仍往返台江与杭州之间，还经常前往甘肃舟

曲、山西吕梁等地做调研、做报告。

“我在农村出生，明白机会的重要性。对

这些孩子来说，给他们一个机会，就可能改变

人生，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陈立群说。

贵州省台江县民族中学终身名誉校长、原校长陈立群

“老得需要拄拐杖，我也会再来”
本报记者 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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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傅廷栋在油菜试验基地傅廷栋在油菜试验基地。。

图图②②：：支月英给孩子们指导作业支月英给孩子们指导作业。。

图图③③：：吕秀兰开展果树种植技术培训吕秀兰开展果树种植技术培训。。

图图④④：：姚建民指导宁夏海原县姚建民指导宁夏海原县““万亩旱地渗水万亩旱地渗水

地膜谷子示范田地膜谷子示范田””的后期管理的后期管理。。

图图⑤⑤：：陈立群跟学生们在一起陈立群跟学生们在一起。。

图图⑥⑥：：张骅张骅走访贫困户走访贫困户。。 资料照片资料照片

亩产 1426 斤，产值 4278 元！“苦瘠甲天下”

的宁夏西海固，在旱情严重的去年，创造了谷

子丰收的奇迹。秘诀是山西农业大学研究员

姚建民的“渗水地膜”。

“在吕梁山、燕山沿线半干旱地区，农民靠

天吃饭，雨水少时收成很低甚至绝收。”姚建民

在调研中敏锐地发现，这些地区的小雨量降水

发生频率高达 72%以上。能不能将 5 毫米以

下降水转变成有效水？姚建民带领“渗水地膜

杂粮旱作高产技术”国家创新团队，奔波在吕梁

山、六盘山、燕山—太行山三大贫困片区，对覆

盖材料、耕作机械、农艺技术进行全方位研究。

既能让雨水下渗，又能防止水分蒸发的全

生物降解“渗水地膜”发明出来了，用量小、投

资小、质量好。“‘渗水地膜’让旱地获丰收，过

去半干旱地区谷子亩产最多不过 500 斤，这几

年山阴县、神池县等地的几十万亩示范基地的

谷子，亩产都在 1000 斤以上。”姚建民笑着说。

2015 年，山西省神池县海拔 1400 米的红

崖子贫困村建立起 3000 亩旱地谷子高产示范

点，大旱之年亩产量超过 1200 斤，增产一倍以

上，实现了全村脱贫。近年来，在干旱少雨、广

种薄收的三大贫困片区，姚建民带领团队累计

推广示范 500 万亩渗水地膜旱地穴播技术，增

产粮食 5 亿公斤，增产幅度超过 30%。

宁 夏 海 原 县 王 塘 村 ，年 降 水 量 仅 320 毫

米。2018 年，姚建民被科技部聘请为“东西部

合作科技支宁专家”，在王塘村建立起千亩“渗

水地膜机穴播谷子”示范基地，一举创造了旱

地谷子亩产 1292 斤的纪录，大面积推广平均

亩产达到 600 斤，与传统谷子亩产 200 多斤相

比，成倍增长。“老百姓奔走相告，‘渗水地膜’

成了‘香饽饽’，仅两年时间，宁夏就推广了近

30 万亩！”宁夏科技厅厅长郭秉晨说。

山西农业大学研究员姚建民

“‘渗水地膜’让旱地获丰收”
本报记者 张 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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