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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九月，1800 多万名人民教师

迎来属于自己的节日——第三十九个

教师节。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这

1800 多万名教师组成了一支了不起

的队伍，他们兢兢业业，勇毅担当，“一

个肩膀挑着学生的未来，一个肩膀挑

着民族的未来”，支撑起世界规模最大

的教育体系，支撑着中华民族的教育

强国梦想。

在这支令人尊重的队伍中，有希

望“学生们远方有灯、脚下有路、眼前

有光”的乡村教师张桂梅，有用毕生精

力践行“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铮铮

誓言的黄大年，有坚持求真务实、治学

报国的卫兴华，还有一生秉持“教育乃

我之事业，科学乃我之生命”的高铭

暄……心怀热爱，躬耕不辍，他们用爱

与奉献诠释了人民教师的责任担当。

正是这些教师，耕耘在不同的教

育领域，用各自不同的方式，诠释对于

教师责任的理解。在广大学生的心

中，种下爱与希望，在中国教育事业发

展的壮美画卷中，书写朴素而厚重的

篇章。

实地采访中，每每与老师们交流，

总能为他们真挚的话语所打动：“我的

生命价值，就在于我和学生在一起”，这

是 90余岁仍坚守教学一线的清华大学

张礼教授从教一生的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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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退休

后主动到贵州大山深处支教的陈立群

的人生选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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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乡

村教师支月英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我也常常问自己，究竟是孩子们离不

开我，还是我更离不开他们。应该是我

更离不开他们吧。一棵树一旦出生，就

站在那里坚守一生，无怨无悔”，这是基

层教师陈建民的心声……朴素的话语

中，饱含对三尺讲台的深沉热爱，对教

书育人的深刻理解，对人民教师这个光

荣称谓的深情诠释。

“痴心一片终不悔，只为桃李竞相

开。”在这个光荣的节日，我们愿将世

间最美的言语、最真挚的祝福都送给

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期待一项项

惠及万千教师的政策和措施，更好地

维护教师权益，改善教师待遇，提高教

师地位。因为，“使教师成为最受社会

尊重的职业”是对教师职业的最大尊

重，是整个社会的深切期待。

点亮学生梦想，托举民族未来。

向三尺讲台上的每一位筑梦人致敬！

坚守三尺讲台

潜心教书育人
赵婀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一个

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

的光荣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

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

的希望的希望。”。”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

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深情勉励广大深情勉励广大

教师树立教师树立““躬耕教坛躬耕教坛、、强国有强国有

我我””的志向和抱负的志向和抱负，，坚守三尺坚守三尺

讲台讲台，，潜心教书育人潜心教书育人，，成为打造成为打造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梦之队梦之队””的筑梦人的筑梦人。。

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到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到

来之际来之际，，让我们将尊敬的目光让我们将尊敬的目光

投向基层教师群体投向基层教师群体。。今天报道今天报道

的的 55 位教师分别耕耘在高教位教师分别耕耘在高教、、

职教职教、、中小学中小学、、特教特教、、幼教领域幼教领域，，

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教书育人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教书育人

的故事的故事。。

——编编 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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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③③：：彭玉生彭玉生（（右一右一））到学生家到学生家

中走访中走访。。 黄士峰黄士峰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④④：：鲁毛才让准备去上课鲁毛才让准备去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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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⑤⑤：：洪美叔洪美叔（（右二右二））和孩子们和孩子们

一起游戏一起游戏。。黎阳宝黎阳宝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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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边疆

树木育人

讲述人：新疆塔里木大学园艺与林学

学院教授吴翠云

今 年 暑 假 ，我 和 团 队 师 生 一 直 在

路上——

8 月上旬，新疆库尔勒市，梨树枝头

硕果累累。多年前我参与选育的“新梨 7
号”，已成为国内早熟梨主栽品种之一。

在皮山县，大果型鲜食枣新品系的

区域试验正在进行。刚到枣园，远远就

能看到我们选育的新品系。枣树坐果

多，果实也比普通枣大出不少。

田 野 当 课 堂 ，论 文 写 在 大 地 上 。

我们从事农业科研教学的，一年四季

都离不开田间地头。身体虽疲惫，心

情却很兴奋：一路上，调研产业发展、

现场指导学生、交流未来科研方向，有

价值的事情太多了！

就拿人才培养来说，学生们在实践

中成长的速度，比只待在实验室里快多

了。我常对学生说，如果只会把果实拿

到实验室测指标、发文章，却不会实践

应用，那不算合格的农科专业学生。每

周三上午，是我们红枣团队雷打不动的

实践锻炼时间。在学校的枣种质资源

圃里，施肥、修剪、除草、整枝、嫁接、抹

芽……大家什么活都干。

这几年，我们还建设了新疆昆玉红

枣科技小院。团队研究生常年在小院

驻点，针对生产实际问题开展研究、推

广示范新技术，成长很快。学生小张开

展枣树轻简化树形整形相关技术研究，

在小院遇到难题时，我俩经常视频通

话：他拿手机照着树，我指导修剪。半

年多下来，过去基础较薄弱的小张有了

很大进步。

高校教师的职责，不仅有育人，还

有科研和社会服务。我的课程安排在

周二至周四，便于周五出发，为各地提

供技术服务。这些年，我带领团队努力

攻克新疆盐旱区密植枣园栽培系列技

术难题，助推红枣产业发展，技术指导

林果面积 500 余万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其实，培育

果树与培养人才有相通之处。对小树

苗，要精心养护，才能丰产；对学生，要

精心培养，才能成才。树木与育人，都

需要付出大量心血。

春 天 有 花 ，夏 天 有 果 ，秋 日 收 获 。

时节更替，岁月匆匆，如今，我当老师已

经 33 年了。看到树木成林、桃李遍天

下，我感到特别幸福。

（本报记者吴月采访整理）

深耕职教

良匠之师

讲述人：江苏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教授眭碧霞

被 唤 作“ 眭 老 师 ”，已 经 整 整 38
年了。

从一名普通老师到副教授、教授，

从软件学院院长到学校副校长、校长，

如今又回到教师岗位，触碰我内心最深

处的，始终是这一声“眭老师”。

时针回拨，2000 年，常州无线电工

业学校和常州市电子职工大学合并，常

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应运而生。刚刚

筹建的新校区百废待兴，漫天飞沙、黄

土飘扬。

我和同事们通力合作，不怕苦、不

怕累，从集装箱中搬出一组组实验仪

器，按照需求规划建设了一间间实训

室。新校区如春笋一天天拔节生长，大

家学习工作的环境越来越好。

2007 年，学院进入国家示范性高职

院校建设行列。我带领软件技术专业

团队创新“职业情境、项目主导”工学结

合人才培养模式，构建基于软件产品开

发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实施“项目载

体、能力递进”实践训练体系，在软件技

术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道路上不断

探索实践。

印象最深的是 2019 年，教育部、财

政部联合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

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舞

起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龙头”。

为了申报“双高计划”建设项目，我去了

一趟北京，因没买到回程坐票，我一路

从北京站回了常州。

这 一 年 ，也 是 我 生 命 中 的 高 光 时

刻。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我领回了职业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在天安门

广场，作为教师代表，我受邀参加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庆典活动。

一路走来，我陪伴着学院成长，也

见证了新时代职业教育发生的历史性、

格局性变化：我国建成世界最大规模职

业教育体系，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道

路和模式基本形成，职业教育吸引力、

影响力、竞争力不断增强。

数十年深耕职业教育，我愈发认识

到，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必须“跟着产

业走、围着需求转”。更新教育观念，推

进课程体系改革，创新软件专业人才培

养的内容和形式，摸着石头过河，学院

在软件技术领域不断开拓创新。

春风化雨，滋兰树蕙。

近三年，我院学生参加国家职业技能

大赛、行业大赛、创新创业大赛获奖 74项，

获批专利 111项、软件著作权 40项，学生

拥有高水平职业技能证书比例达 55.5%。

而我，只是把自己分内的事做得更

认真些，发一点点光，暖一颗颗心，亮一

程程路。

（本报记者吴丹采访整理）

心系库区

青春筑梦

讲述人：湖北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

沟小学教学点校长彭玉生

我出生在彭家沟村，我的命运因知

识得到了改变，我也希望通过教书育人

改变更多库区孩子的命运。1996 年师

范毕业后，我放弃进城的机会，回到家

乡，开始了青春筑梦之路。

龙山镇位于南水北调中线丹江口

库区腹地，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学校

所在的彭家沟村很偏远。从丹江口大

坝开建，到实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村

民几经搬迁。一个孩子就是一个家庭

的希望，乡村教育既要帮助能够考上

大学的孩子考上大学，更要帮助进城

打工和留在家乡的孩子有强大的生活

能力。

20 多年来，我一直带领老师们坚持

家访，掌握每个孩子在校情况和家庭情

况。早年间，班上有个学生小琴开学没

有到校。我上门劝说，几次都被搪塞。

但我态度坚决，将学生连同被子、书包

带回学校，并对家人说：“学费、生活费

全包在我身上。”就这样，小琴重新回到

了学校。

一年又一年，我走遍了库区的山山

水水，访遍了每一户学生家庭，行程 3
万多公里。自己收入虽然微薄，但咬咬

牙，陆续资助了 40 多名学生，成功劝返

50 多人，努力不让一个学生辍学。后

来，库区移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政

策陆续出台，助学贷款等惠民举措落实

到位，眼见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和学生从

中受益，我特别欣慰。

这些年，我最上心的，就是让库区

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收获高质量的教

育 成 效 。 我 探 索 推 广 了“ 无 边 界 课

程”。课程可以开设在校园，也可以开

设在村庄，开设在学校边上的稻田里。

课堂的“教具”很多，可以是水稻，也可

以是天上飘着的云。

如何激活乡村学生探索科技的兴

趣，在心中播下创新的种子？我一直在

思考。我带着老师们一起钻研，开起了

创客、编程、航空航模等特色课程。

令我自豪的是，教过的学生有 180
多人考上大学。其中，学生彭玖生在大

学毕业后毅然选择回到偏远的彭家沟

小学执教。他对我说：“是您的帮助，让

我有了今天的成就，我也要像您一样，

帮助更多家乡的孩子学到知识。”

近几年，学校来了几位新教师，我

将和他们一起打磨课程内容、继续家

访 ，为 照 亮 库 区 孩 子 的 人 生 路 发 光

发热。

（本报记者黄超采访整理）

以爱育爱

呵护花开

讲述人：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特殊

教育学校校长鲁毛才让

教师节前夕，我收到了学校七年级

听障班学生制作的贺卡。当孩子们用

手语向我表述贺卡的寓意时，我感到格

外温暖、无比自豪。

每一个特殊孩子，都是“折翼的天

使”。在甘南州特殊教育学校的 10 多

年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孩子们能够

生活自理、适应社会，为他们撑起一片

多彩的天空。

2010 年，甘南州特殊教育学校开始

筹建。从教学场地的建设，到一桌一椅

的摆放，我们筹建团队三人积极协调、

多 方 争 取 ，确 保 建 设 规 划 落 地 落 实 。

3 年后，学校建成。看着第一批特殊孩

子走进校园，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

流，我们甘南的特殊儿童终于有了自己

的学校，有了第二个家！

在学校，我们面对的是一群常常自

言自语、流着鼻涕口水、时而大吵大闹

的孩子，每天为他们擦口水、擤鼻涕、系

鞋带等，都是最基本的工作。特教教师

最重要的品质就是要有一颗仁爱之心，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来悉心照顾。

为了更好地走进孩子们的世界，我

向特教专家请教教学“秘方”，参加各种

培训和讲座，和学校老师们切磋经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的教育理念、教

育方式、教学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在

开设文化课、心理健康课、康复训练课

的基础上，我带领老师们开设了烘焙

课、缝纫课、手工创意课、美术课、舞蹈

课等，目的就是让学生都能掌握一门生

存技能，更好地融入社会。

第一次看到培智学生时，他们的敏

感、无助，让我震惊又心疼。针对自闭

症、言语障碍、脑瘫、唐氏综合征等个案，

我开始对孩子们进行系统的感统训练、

语言训练、作业治疗、应用行为分析等。

在不懈努力下，一些孩子从口齿不清到

字句清晰、从饭来张口到生活自理、从自

我伤害到学会自我调节。看着孩子们的

进步，家长们的脸上也慢慢有了笑容。

10 多年来，我见证着甘南特殊教育

从无到有、由普到专、普惠发展的历史

性变化，也切身感受到教学环境的改

善 、教 学 水 平 的 进 步 、师 资 待 遇 的 提

升。成为一名特教老师，我无怨无悔，

我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努力让每一

朵“花儿”都能灿烂绽放。

（本报记者丁雅诵采访整理）

点亮童心

乐守天涯

讲述人：海南琼台师范学院附属永

兴学校教师、幼儿园园长洪美叔

碧海、蓝天、白沙，微风吹拂着鲜艳

的五星红旗，操场上跃动着孩子们欢快

的身影，这里是祖国最南端的学校——

海南省琼台师范学院附属永兴学校。

第一次听说永兴学校时，我是琼台

师范学院的一名学生。学校建成投用

以来，不少师兄师姐在这里播撒希望的

种子。2018 年，我毅然来到永兴学校，

为岛上孩子们上好学贡献力量。

上岛后，为全面了解孩子们的性格

特点和家庭情况，我挨家挨户走访全部

驻岛幼儿家庭。胆小的奇奇离开父母

后容易哭闹，现在每天都期待上学；起

初不会讲普通话的阿侬，如今能在“六

一”文艺汇演上大大方方地表演节目；

阿顺爱上了阅读，会主动和父母分享绘

本故事……

我 时 常 与 学 生 家 长 用 书 信 交 流 ，

300 多封书信是我青春的见证，字里行

间记录着孩子们成长的小秘密，更承载

着家长们对我的认可和肯定。

如何在现有的条件下扩大教育资

源？我和同事们带领孩子走进海事局、

航标处、邮政局等课外学习基地，邀请

岛上的武警官兵、气象局的工作人员为

孩子们带来别出心裁的实践课。

这几年，在各方支持下，学校已经

拥有 8000 多册图书和遍及每个班级的

阅读小屋，孩子们在阅读中增长见识、

拓 宽 眼 界 、学 会 思 考 ，还 可 以 通 过 5G
跨 屏 互 动 阅 读 课 与 不 同 城 市 的 师 生

互动。

永兴岛环境艰苦、交通不便，曾有几

次，我也有过“走”或“留”的艰难抉择。

但每当我看到孩子们渴望的眼神，感受

到家长们的信任，听到当地人守岛爱岛

的感人故事，我都决心要坚持下去。

永兴岛上生长着一种叫抗风桐的

植物，高大挺拔，生命力顽强。岛上流

传着一首歌颂抗风桐的歌：“年复一年

天天都是平凡生活，为了什么你这样坚

定执着，莫非你心中也有美丽梦想，有

梦的心永远不寂寞……”我希望自己能

像抗风桐一样，不惧风雨、奉献青春。

（本报记者闫伊乔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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