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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红兆永远记得，2008 年在湖南省益

阳市资阳区张家塞乡下资小学的“最后一

课”。在此任教 16 年后，她接到了调动通

知。课上，邓红兆泪湿了双眼。得知她要

走，学生和其他老师纷纷送上祝福。

“都知道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回去和家

人团聚，大家一句挽留的话也没说。”邓红

兆说，只要学校需要，她还会再回来！

反哺乡村，在基层
贡献力量
“这里，就是我另外一个家”

张家塞乡是资阳区的偏远乡，前些年，

下资小学的情况并不乐观。

好老师留不住，年龄结构老化，艺体老

师严重缺乏，老师们从语文、数学到体育，

无课不教。“90 年代，下资小学学生最多的

时候有 300 多名。到了 2014 年前后，只剩

下 90 名了。”学校老教师邹德高说。

2010 年春，得知下资小学缺人，邓红兆

不顾家人反对，又回到了下资小学教课，青

春时的回忆，一幕幕召唤着她。“这里 ,就是

我另外一个家，我得做点什么，留住这所学

校，留住这些孩子。”邓红兆说。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

在，人来鸟不惊……”清晨，在福建省安溪

县白濑乡下镇小学上寨教学点里，教师许

志辉正带着孩子们晨读，空旷的大山里，回

荡着琅琅读书声。

1 位老师和 7 名学生，是这个教学点的

全部人员。

1970 年 出 生 的 许 志 辉 从 小 在 农 村 长

大，经历了一段贫苦的少年生活。“读书才

是唯一出路”，这句话扎根在少年许志辉心

中。1989 年，从泉州培文师范学校毕业后，

他来到白濑乡下镇村，成为上寨小学的一

名教师。据他回忆，当时有 6 个教学班，在

校生 200 多人。

随着不少山区孩子随父母外出务工，

学生数量不断减少，教育部门原计划撤点

并校。那时已经在村里教了 28 年书的许志

辉，主动要求留下来，成为学校里唯一的老

师。“尽管校舍简陋，条件艰苦，但看着孩子

们一张张可爱的脸庞、一双双求知的眼睛，

我就有许多不舍，决心让每一名孩子都成

长成才。”许志辉说。

近年来，全国约 290 万名中小学（含幼

儿园、特殊教育学校）专任教师，选择扎根

基层，为乡村的孩子们带来了希望。教育

部教师工作司司长任友群介绍，此外通过

“特岗计划”、公开招聘、定向培养、“县管

校聘”、退休支教等多元培养补充交流机

制，一支“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的乡村

教师队伍正在形成。

不畏困难，为学生
成才添砖加瓦

“要尽己所能，让每名学
生都能绽放光彩”

青海玛多县，持续不断的余震让乡村

教师拉尖本难以入眠。不大的操场上，十

几座蓝色帐篷依次排列，帐篷里，肤色黝黑

的拉尖本盘腿而坐，打开了话匣子。

大学毕业后，拉尖本返回家乡，成为青

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石乃亥镇民族

寄宿制小学的一名藏语教师。“知识改变了

我的命运，我理应用学到的知识文化，回报

家乡。”拉尖本说。

到了学校，拉尖本发现，最让他头疼的

是学生辍学问题。“在牧区，学生们家住得

比较远，学校实施‘半月假’制度，上 11 天，

休息 4 天，再到开学时，往往就会有三四个

学生没有回到课堂里。”

“牧区的孩子们不喜欢住宿式学校、家

庭劳动力不足等都是辍学原因。”拉尖本

说，每到这时，他就会开上学校唯一的皮卡

车，穿梭在无垠的草原上，把孩子们一个个

接回课堂。

“让每个农村孩子都能接受公平、有质

量的教育，帮助他们学到知识、改变命运，

乡村教师们默默奉献着。”任友群说。在采

访中，乡村教师们表达了这样的心声：在贫

困地区从事教育事业，天地广阔、大有可

为。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孩子走

出大山，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

备课、上课、辅导、批改作业……到学

校后，许志辉开始了周而复始的教学工作。

2020 年秋，上寨教学点迎来了 7 名一

年级新生。每个教学日的清晨七点半，许

志辉总是第一个到学校，打开教室门，整理

教具，清扫校园，迎接 7 名学生，带领大家

晨读。

课堂上，许志辉一人负责着所有科目

的教学工作；每个周一的早晨，许志辉都会

安排升国旗仪式，“爱国主义教育，孩子们

也不能落下”；平时，许志辉定期家访，学生

家庭有什么困难，他都会及时帮忙。“留在

这里读书的学生，需要更多关爱。每名学

生都是潜在的人才，当老师的，就是要尽己

所 能 ，让 每 名 学 生 都 能 绽 放 光 彩 。”许 志

辉说。

创新形式，乡村课堂
有了新变化

“只要是为学校和学生，
我一定全力以赴”

一台多媒体屏幕，实时展现市县两级

的优质教学资源；轻轻点击，平面课文便以

动画形式展现……在上寨教学点，这样现

代化的教学技术并不鲜见。多年来，许志

辉参加各类培训，把先进技术引入教学之

中，同时研究改进教学方法，为孩子们提供

优质的教育条件。

拉尖本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为孩子

们带去些新东西，他想到了足球。

“足球课受到孩子们的普遍欢迎。踢

足球，不仅可以锻炼身体，还能培养规则意

识。”为了让足球课常态化，拉尖本向学校

提交申请，组建了一支 18 人的足球队，他与

孩子们一起，观看球赛、分析战术、讨论技

巧。在当年全县小学的足球比赛上，足球

队拿到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拉尖本常对孩

子们说：“从硬件上看，与城里的孩子比，我

们可能输在了起跑线上，但只要努力，在终

点处我们也有赢的可能。”

“乡村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授者，为乡村

教育带来新气象。在他们的努力下，农村

孩子不仅‘有学上’，也能‘上好学’。”任友

群介绍，近年来，通过教师培训团队研修、

送教下乡等方式，乡村教师培养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不断提高，队伍的整体素质能力

显著提升。

从 2014 年开始，邓红兆先后担任学校

教导主任、校长等职务。为了更好地提升

老师们的教学能力，她一方面加强村小教

师的出勤和教学质量考核；一方面在职称、

评优、岗位等级等方面更加向质量倾斜。

“办特色活动，乡村学校也可以多姿多

彩。”邓红兆说，“没有专业老师，就把自己

变成专业的。”几年过去，阳光体育、经典诵

读、情景剧目……六个年级每个班都有了

特色节目。学生困难，她就找到城区的企

业和乡贤先后筹款十几万元；师资薄弱，她

便与名校主动接洽，加强师资培训交流。

邓红兆说，“只要是为学校和学生，我一定

全力以赴。”

约290万名乡村教师，滋润乡村教育沃土——

点点烛光 照亮梦想
本报记者 孙 超 丁雅诵 刘晓宇 刘雨瑞

核心阅读

振兴乡村教育在乡村
振兴的整体格局中具有基础
性和先导性作用。在广袤乡
村，一大批“下得去、留得住、
教得好”的乡村教师，在岗位
上辛勤工作，默默奉献。他
们兢兢业业，扎根基层，开阔
了乡村学生的视野，滋润着
乡村教育的沃土，乡村的文
明之光在他们的坚守和传承
中，愈发闪亮。

■编辑手记R

■一线调查
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
R

图①：拉尖本带领学校女子足球队参加

乡村校园女足联赛。 资料照片

图②：邓红兆利用课余时间带孩子们

跳舞。 王小平摄

图③：许志辉在上课。 资料照片

数据来源：教育部、本报报道

承载着“改变乡村孩子命运”的使命，乡

村教师成为补齐乡村教育“短板”的关键角

色。在广袤农村，约 290万名乡村教师，手握

粉笔、脚踩三尺讲台，为乡村的孩子们带去成

长成才的机会。如何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

得住、教得好”，全社会都在不断努力。

前不久，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西部

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要求

每年为 832 个脱贫县和中西部陆地边境县

中小学校培养 1 万名左右师范生；“特岗计

划”、中小学银龄讲学计划等，让越来越多

的乡村教师充满期待、干劲十足。乡村教

师们的成就感、荣誉感、幸福感也在不断提

升。教育改变人，而且是几代人。对于乡

村孩子而言，教育更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希望所在。期待能有更多的好政策、好

做法，激励更多老师扎根乡村，带领乡村的

孩子们通过学习，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
刘涓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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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7 日，湖南省洞口县山门镇里仁村，学生在捡拾稻穂。当天，洞口县山门镇中心小学将“拾稻穗”作为课堂作业，

让学生现场体验田间劳动，引导学生热爱劳动，树立劳动光荣的理念。 滕治中摄（影像中国）

陈薇（前左二）向志愿者讲解疫苗知识。张振威摄（新华社发）

去年 9 月 8 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军事科学院军事医

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获颁“人民英雄”国

家荣誉称号奖章。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阻击战中，

陈薇带领团队作出重大贡献：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闻令即动，带领团队第一时

间赶赴武汉，在基础研究、疫苗、防护药

物研发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果……

“已知有手段，未知有能力。”这是陈

薇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从抗击非典疫情

到汶川抗震救灾，从抗击埃博拉疫情到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面对急难险重的任

务，这位来自江南水乡的巾帼英雄总是

挺身而出，用行动交出一份份优异答卷。

“关键时刻冲得上
去 ，危 难 关 头 豁 得
出来”

去年 8 月，陈薇正在执行任务。得

知自己获颁“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奖

章时，她说：“这份荣誉属于全国全军疫

情防控科研攻关战线的所有同志！”

去年 1 月 26 日，武汉关闭离汉通道的第四天，陈薇率领军事医学

专家组紧急奔赴武汉，围绕病原传播变异、快速检测技术、疫苗抗体

研制等课题，迅速开展应急科研攻关，与军地有关单位建立起联防、

联控、联治、联研工作机制。

“疫情就是军情，现场就是战场。”在武汉抗疫的 113 天里，陈薇

带领团队用一项项关键成果，为最终胜利加上了一个个决战决胜的

砝码——

在陈薇指挥下，短短 24 小时，一座负压帐篷式移动实验室，在中

部战区总医院药剂楼旁迅速被搭建起来。在这个实验室里，核酸检

测时间大大缩短，迅速形成日检 1000 人份的核酸检测能力；

为加快推进科研与临床有效融合，陈薇率领科研人员在病原学、

免疫学、空气动力学等领域展开研究，快速建立病毒鉴定链条，精准

诊断临床患者感染类型，率先在火神山医院等 3 家医院推广应用，有

效提高了临床诊断准确率……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看到电视新闻，陈

薇父亲才知道女儿又冲到了一线。去年 2 月 3 日，陈薇挤出时间往家

中打了新春以来的第一个电话。终于等到了电话，陈薇的父母亲

笑了。

“要牢记使命，关键时刻冲得上去，危难关头豁得出来，这才是真

正的共产党员。”在军事医学专家组火线入党仪式上，陈薇嘱咐新入

党的科研人员，这也是她对于职责和使命的理解。

“我先试打，如果没事你们再打”

2020 年 3 月，在武汉疫情防控和疫苗研发最关键阶段，陈薇迎来

自己的生日。接到战友祝福，她百忙之中回了一条信息，只有 8 个

字：“除了胜利，别无选择！”

疫苗，是抗击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其中，陈薇团队研发的“重组

新冠疫苗（腺病毒载体）”，是首个获批正式进入临床试验的疫苗，对

全国上下民心士气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时间回到 19 个月前的武汉。尽管腺病毒载体已是成熟的技术

平台，尽管疫苗已通过了动物试验，但在当时条件下，刚研制出来的

新冠疫苗依然充满未知。

“我先试打，如果没事你们再打。”陈薇面色如常，语气如常。

一辆救护车停在楼下，静静待命；一面鲜红的党旗，静静挂在注

射室的墙上。时间一分一秒流逝。接种半小时后，陈薇未出现不良

反应，团队其他成员也开始接种疫苗。历史，会记住这个属于中国军

人冲锋与胜利的时刻。

2020 年 3 月 16 日，陈薇领衔科研团队研制的新冠疫苗，获批正

式进入临床试验；4 月 12 日，疫苗开展Ⅱ期临床试验；8 月 11 日，该型

疫苗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成为国内首个进入临床获得专利权的新冠

疫苗；2021 年 2 月 25 日，该型疫苗获国家药监局批准附条件上市

……

“专利是我们的、原创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在任何场合都不用看

任何人的脸色！”在武汉短短 3 个多月，陈薇添了不少白发，但她的神

情和话语，依旧坚定。

“我和团队将继续努力，不负使命”

这些年，陈薇的科研成果，总是与一次又一次的急难任务相关

联。此次奔赴武汉，陈薇已不是第一次与病毒“短兵相接”。

1991 年，刚刚获得清华大学工学硕士学位的陈薇参军入伍。30
年来，在与病毒的较量中，她拿下了一个又一个军功章——

2003 年抗击非典时期，陈薇与课题组连夜进入生物安全实验

室，经常在实验室里一工作就是十几甚至几十个小时。数月后，团队

研制的“重组人干扰素ω ”，对 SARS 病毒的攻击有较好的防护作用。

2014 年，西非大规模暴发埃博拉疫情，并迅速向外蔓延。那时

国内没有埃博拉病例，陈薇也挺身而出，率队赴非。同年 12 月，陈薇

率团队研发出世界首个 2014 基因型埃博拉疫苗。

入伍以来，陈薇的研究对象都是些常人避之不及的疫病。正是

因为有着长期与病毒“打交道”的经验，她与科研团队能够在此次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尽快研制出疫苗并付诸临床试验。

“作为一名军事医学科研人员，我特别希望我们这艘科研‘战舰’能

够乘风破浪、行稳致远。”陈薇说：“我和团队将继续努力，不负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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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广州 9 月 7 日电 （记者李刚）记者从 7 日上午在

广州举行的第 130 届广交会推介会上获悉：本届广交会 10
月 15 日开幕，将首次线上线下融合举办。展会设置十六大

类商品 51 个展区，线上线下约 2.6 万家境内外企业参展。

其中，线下展览面积 40 万平方米，线下参展商采购商人数

预计约 30 万。

广交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储士

家介绍，第 130 届广交会与以往有很多不同，呈现出多个

“第一次”——第一次在连续三届云上举办之后恢复线下举

办，第一次以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主题，第一次线上线下

融合举办，第一次举办珠江国际贸易论坛……这些“第一

次”于广交会而言，既是新创举，又是新机遇，更是新的里

程碑。

广东省商务厅厅长张劲松介绍，初步预计，本届广交会

线下参展商约 10 万人，以品牌展位企业为参展主体；将有

超过 20 万采购商线下到场采购，此外还有大量采购商线上

采购。

储士家介绍，第 130 届广交会将助力国内国际双循环，

加大境外采购商招商联动。利用全球营销渠道，本届广交

会将在 40 个国家和地区举办 52 场云推介系列活动，推介中

国重点产业集群，对接国际知名采购集团。

第 130届广交会预计迎来

约 30万线下参展商采购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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