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时，我就被父母送到了四川绵

阳读书。也有同学和我一样，为了接受更

好的教育远走他乡。当然，还有更多同学

受 限 于 家 庭 条 件 ，最 终 也 没 走 出 大 山

……”物理学专业的杨皓博，家在四川省

巴中市诺水河镇。

正是这段跨地区的求学经历，让杨皓

博 深 刻 体 会 到 了 区 域 教 育 资 源 的 不 平

衡。希望大山里的孩子未来在家门口就

能接受良好的教育，“长大后返乡从教”的

理想便在他心中萌发了。去年高考，杨皓

博决定报考北师大“优师计划”。

大一寒假时，杨皓博返乡调研，和巴

中市一名小学副校长进行了交流，副校长

的想法让他很受触动：现在乡镇学校的硬

件设施水平不断提升，也培养了一批优秀

教师。不过有的教师在取得一些成绩后，

会选择跳槽到外地条件更好的学校。这

名副校长感叹：“我特别希望家乡的基础

教育越办越好，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能回

到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扎根下来，用爱和

智慧点亮孩子们的人生路。”

副校长的这句话，烙在了杨皓博心

中。“家乡养育了我，学成之后回到这片土

地，扎根家乡基础教育一线，是我作为‘优

师计划’学生的使命！”杨皓博暗下决心。

今年暑期，杨皓博参加了学校组织的

120 周年校庆寻访活动，拜访北师大资深

教授顾明远。“我搀扶着顾先生在校园里

散步，先生得知我是‘优师计划’学生后，

便回忆起他当年留学回国后，到北师大附

中任教的经历。”杨皓博感慨：先生这份

割舍不掉的育人情怀，真是令人佩服！

夏日炎炎，校园里绿树成荫，有许多

蚊虫，先生接过工作人员准备好的止痒

膏，坚持先给在场的同学们抹。看着眼前

这位两鬓花白的老者，那一刻，杨皓博眼

眶湿润了……寻访活动还安排了录制授

课，93 岁的顾先生坚持给同学们上了一

堂完整的课。他在黑板上写道：“没有爱

就没有教育，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教书

育人在细微处，学生成长在活动中。”

耄耋之年，仍率先垂范，悉心指导后

辈。“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学为人师、

行为世范’。”杨皓博说，“我想向顾先生学

习，像前辈一样成为真正的师者！”

作为一名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走出

的孩子，杨皓博是教育的受益者，也是教

育差距的亲历者。“学成之后，到祖国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去，锤炼本领、增长才干，

勇毅前行！”杨皓博坚定的话里充满对未

来的期待……

物理学专业学生杨皓博——

“像前辈一样成为真正的师者”

生物科学专业的张然来自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

她初中时的班主任姓江，是一名来自武汉

的援疆老师。

当时，班里有些同学英语基础薄弱，学

习起来格外费劲。江老师每周末都会在学

校里义务辅导。在她的努力下，班级整体

的英语成绩有了很大进步。课余时间，江

老师还经常和同学们谈心，同学们都愿意

和她敞开心扉。张然说，“大家的关系非常

融洽，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 孩 子 们 ，遇 见 你 们 是 我 最 大 的 财

富……”他们毕业那天，江老师哽咽着送

给大家的毕业寄语，张然至今记得。

“江老师从武汉来到祖国西北，践行

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我是这片土地上

长大的孩子，更应懂得反哺这块养育了我

的土地！”张然说，“我希望自己能够成为

一名像江老师一样的好老师。”

大学这一年的学习生活，张然增长了

学识，开阔了眼界，更明晰了未来的从教

之路。张然说起另一名让她印象深刻的

老师——教授动物学的韩洁。

韩老师有着丰富的野外科考经历，讲

起专业知识深入浅出。“韩老师在研究渤

海中部、南部大型底栖动物的群落结构方

面颇有建树，学养深厚，教学方式灵活多

样，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实验课上，韩老师十分严格，一再强

调：“实验是生物科学教学的基础，不打牢

这个基础，就做不了合格的生物老师。”

更让张然敬佩的是，韩老师还曾经在

新疆大学援疆工作 3 年。“以后我的课也

要像韩老师的一样有趣精彩！同时，我还

要做一名研究型老师，结合新疆富有特

色的生物多样性，让学生发现新疆的更

多魅力。”

“求学路上遇到好老师是我的幸运。”

在北师大的学习经历让张然明白，成为一

名好老师，需要不断完善自我，提升专业

素养，锤炼教学技巧。她知道，自己离成

为 一 名 好 老 师 的 目 标 ，还 有 很 长 的 路

要走。

如今，张然已经做好了规划：毕业后

回到基层教育一线，用自己的学识和阅历

激发学生对真善美的向往。张然说：“我

想影响更多有志于从教的同学，一直在三

尺讲台上发光发热……”

生物科学专业学生张然——

“影响更多有志于从教的同学”

“有困难随时找我！”小学老师的一句

话，深深印在了熊国锦心中。地理科学专

业的熊国锦，来自贵州省岑巩县思阳镇盘

街村，小时候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爸妈常

年在外打工，他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熊国锦对童年的这段经历记忆犹新：

“有一次我生病了，老师背我去医院，还垫

付了医药费。第二天我准备还钱，老师却

坚决不收，还说有困难随时再找她。”

从那时起，当一位优秀人民教师的梦

想，便像种子般在熊国锦心中悄悄种下。

2021 年，填报高考志愿时，一看到北师大

“优师计划”，他毅然决定报考。“既能实现

教师梦，又能回报家乡，像我的老师一样，

帮助大山深处的孩子走出去。”

今年，按照学习计划，熊国锦和同学们

来到原国家级贫困县贵州省黄平县，在当地

一所中学做教育实践，当了回临时班主任。

为了让同学们更快接纳他，熊国锦每

天都会抽时间和孩子们谈心，记录每位同

学的性格特点和学习困惑。熊国锦说：

“有一个学生对高三快节奏的学习生活不

适应，不知该往什么方向努力。我就和她

一起分析薄弱学科，帮助她制定针对性更

强的学习计划；并且鼓励她多和同学们交

流，勇敢地表达自己。”

临别之际，这位同学给熊国锦写了

一封信：“好老师的言行会影响一个人的

一生。因为您，我也想成为一名人民教

师……”

“短短 14 天，孩子们不仅接纳了我，

还因为我的一句话、一堂课，喜欢上了教

师这份职业。”熊国锦说。

在北师大学习一年多，熊国锦时刻在

为当一名好老师做着准备。为了提升教

学能力，他报名参加学校组织的未来教师

素养大赛。为了写好教案，他查阅上百篇

资料，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一遍遍请老师

帮忙打磨。为了讲好模拟课堂，他对着镜

子 反 复 练 习 ，一 遍 遍 录 制 ，请 同 学 提 意

见。熊国锦高兴地说：“最终，我的教案从

几百份参赛教案中脱颖而出。”

“我从大山中来，将来还要回到家乡

去，扎根大山里的教学一线。”熊国锦说，

“我要严谨笃学，不断充实提高自己，努力

成为学生喜欢的好老师。”

地理科学专业学生熊国锦——

“帮助大山深处的孩子走出去”

“教过我的老师很多，至今我都能记得他

们的样子，他们教给我知识、教给我做人的道

理，让我受益无穷。”2014 年 9 月 9 日，习近平

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深情

地说。

每个学生的心中都铭刻着好老师的形象：

学生生病，毅然背起赶赴医院；利用周末，给英

语基础薄弱的孩子义务补课；耄耋之年，继续

悉心指导后学……在几位年轻师范生的求学

之路上，好老师就像一盏盏明灯点亮了他们的

教师梦，坚定着他们毕业后扎根基层、教书育

人的决心。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在广袤的中国大

地上，一大批优秀教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用

教书育人的实际行动书写着为学、为事、为人

的感人故事，树起万千学子心中当之无愧的

“大先生”！见贤思齐，后学们薪火传承，走上

讲台，继续为学子们倾心付出，这就是榜样的

力量……

人们常说，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遇

到好老师！“优师计划”的师范生们，早早地树

立教书育人的远大理想，着实给人希望！然

而，好老师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教学管理实践

中、在教育改革发展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未

来的路还很长，他们须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

印走好属于自己的为师之路。

相信新时代的师范生，一定能跑好交到他

们手中的这一棒，努力成为有理想信念、有道德

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

努力成为“四有”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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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 9 月 7 日给北京师范大学“优师计划”师范生回信，对他们寄予殷切期

望：“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珍惜时光，刻苦学习，砥砺品格，

增长传道授业解惑本领，毕业后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努力成为党和人民满意

的‘四有’好老师，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贡献力量。”

2021 年起，国家启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简称“优师计划”），

由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与地方师范院校采取定向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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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采访 3 名北师大首届“优师计

划”学生，倾听他们毕业后将扎根基层教书育人的心声。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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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熊国锦（二排左三）和实习所在班级学生合影留念。 胡紫薇摄

图②：张然在主题团日活动中分享学习心得。 陈小维摄

图③：杨皓博（左）和顾明远先生在一起。 北师大党委宣传部供图

新华社南昌 9 月 21 日电 （记 者贾伊宁、程迪）21 日 ，

2022·长江保护与发展论坛在南昌开幕，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出席论坛开幕式。

此次论坛主题为“‘双碳’战略背景下协同推动长江生态

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重点围绕贯彻落实长江保护法、推进

应对气候变化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协同增效、加快建立生态产

品价值实现机制、加强鄱阳湖湿地生态保护修复与流域综合

治理、落实“长江十年禁渔”政策推动水生生物保护等议题开

展研讨。

2022·长江保护与发展论坛由民进中央、全国政协人口资

源 环 境 委 员 会 、江 西 省 人 民 政 府 、水 利 部 长 江 水 利 委 员 会

主办。

2022·长江保护与发展论坛在南昌开幕

本报西安 9月 21日电 （记者龚仕建）9 月 16 日至 20 日，

以“硬科技·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 2022 全球硬科技创

新大会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本次大会针对硬科技属性，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突出科技成果转化，聚焦建设秦创

原使命担当，壮大支柱产业和产业链水平提升，其间举办 12
场活动。

大会期间，西安市还发布了《西安市科技创新系列政策》、

《2022 中国硬科技创新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西安

市硬科技十大突破”、2022 全国硬科技企业之星榜单。《白皮

书》对近三年来进入过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能力评价前 30 的

34 个主要城市的硬科技发展情况进行综合评价，西安位列

第六。

西安举办硬科技创新大会

隧道幽深、机器轰鸣，中铁隧

道局盾构机主司机母永奇头戴安

全帽，紧盯屏幕上一项项数据，一

毫米一毫米矫正盾构机的前进方

向……

每天“入地”12 个小时，母永

奇已经坚持了 11 年，累计掘进 20
多公里，练就了一身好本领。

2016 年，中铁隧道局在大凉

山建设新成昆铁路。母永奇作为

盾构机主司机，任务是打通全长

21.8 公里的新成昆铁路第一长隧

——小相岭隧道。

次年 3 月，公司组织党员重

返 30 公里外的老成昆铁路沙木

拉达隧道，祭扫隧道边的烈士陵

园。在陵园里“永垂不朽”纪念碑

上，母永奇意外地发现了外公韩

礼芳的名字。

“当年外公在修成昆铁路时

牺牲了，但家人一直不知道修的

是哪一段，又葬在了哪里。直到

这一刻，传承的力量分外真切！”

母永奇说。

在这片山谷里，暗河、断层随

处可见。困难还是那些困难，但

铁路隧道施工条件已今非昔比。

过去一切靠人力，勘测靠走，钻孔

靠手；现在无人机勘测，三臂全电

脑凿岩台车钻孔，都用先进的技

术装备。

“我现在的工作条件和外公

当年相比，改善太多，我要坚持下

去，干出更多成绩。”母永奇说。

作为隧道及地下工程的主流

高新装备，盾构机有 5 万多个零

部件，集五大系统 30 多个子系统于一身，操作难度极大。“我

们平常开车，导航定位差个几米都感觉已经挺精准，但盾构掘

进时，盾体上、下、左、右 4 个方向与隧道中心轴偏差不能超过

5 厘米。”母永奇说。

什么时候需要喷洒泡沫剂？什么情况适合使用膨润土？

什么情况需要混合使用？从长三角、中原城市群到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粤港澳大湾区，母永奇一次次地在实践中优化解

决方案。

在宁波地铁 1 号线施工中，盾构机需要穿越杭甬铁路桥、

元代永丰库文物遗址等特殊地段，要求地表沉降严格控制在

4 毫米内。母永奇团队日夜攻关，不断优化和改进掘进方案，

将地表沉降控制在了 2 毫米以内，创下同等施工条件下的世

界纪录。

在郑州地铁 2 号线建设中，盾构机需下穿陇海铁路线、郑

西客运专线高架桥等重大风险源。母永奇每天在隧道里连续

工作 18 个小时，认真研究渣土改良技术，创造了单日掘进 28
环的好成绩，仅用 80 天就完成 1.6 公里隧道掘进。

2016 年 10 月，中铁隧道局成立“母永奇盾构机操作技能

大师工作室”。从自我钻研到带领团队协同攻关，母永奇工作

室完成创新成果 34 项，为企业创造了千余万元的经济效益，

并培养了 48 名优秀盾构操作技能人才。

只要机器运转，盾构机司机的工作就开始了，没有周末，

没有节假日。狭小的主机室，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高温、

粉尘、潮湿、噪声笼罩的环境……在盾构机主司机的岗位，母

永奇已坚守 11 年。

11 年间，他翻阅了 200 余万字的技术资料，牵头编制了 12
本盾构施工专项技术方案、施工手册。11 年间，他完成了一

个又一个挑战，2019 年贯通当时世界上最大直径水下铁路盾

构隧道——佛莞城际铁路狮子洋隧道；提高大直径泥水盾构

机刀具“寿命”，把原来每掘进 20 环换一次刀具提升到每掘进

60 环换一次刀具。目前，母永奇正驾驶着我国首台智能全断

面硬岩隧道掘进机，挑战高原高寒铁路隧道施工……

从进口设备到国产装备，从小直径到大直径，从地下到水

下，母永奇的隧道掘进技术不断精进，因此先后获得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并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 70 周年“功勋工匠”名录。“见证一条条隧道贯通，所

有的付出都值得！”母永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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