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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祖国最西部的帕米尔高原上，红其

拉 甫 平 均 海 拔 4500 米 ，全 年 无 霜 期 仅 82
天。国门海拔 5100 米，年平均气温零下 9 摄

氏度，最低气温零下 42 摄氏度，空气含氧量

仅为平原地区的 48％。这里被生物学家称

为“生命禁区”，被地质学家称为“永冻层”。

这里是我国通往巴基斯坦的唯一陆路

通道。为了这条通道畅通，50 多年来，一代

又一代的红其拉甫海关人坚守雪域高原、戈

壁风口，抗缺氧、战严寒，充分发扬了“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

献”的精神。

雪山巍峨，国门雄伟。是什么让他们一心

在此坚守？从红其拉甫海关关员身上，我们看

到了精神的力量——守护身边的国门、身后的

祖国，就是他们心中最朴素的信念。

为祖国奉献青春，不只在边关。红其拉甫

海关关员们为各行各业的干事创业者树立了

榜样，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都需要“缺氧不

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的豪情壮志。相信在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的激励下，各行各业都

能迸发为祖国发展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坚守心中最朴素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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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华中师范大学通过引导优秀毕业生到中西

部任教、参与培训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在中西

部推进教育数字化等多种方式，助力提高基层教师能力

水平、缩小区域教育差距。

“乡村教师是发展更加公平更有质量乡村教育的基

础支撑，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立足优势、多措并

举 提 升 乡 村 教 师 队 伍 整 体 质 量 ，华 中 师 范 大 学 责 无 旁

贷。”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郝芳华说。

坚定理想，奔赴乡村学校

2023 年 8 月，华中师范大学应届毕业生李先宇告别母

校，来到贵州省遵义市第四中学担任地理老师。为什么

不去大城市工作？面对亲友的疑惑，李先宇说：“我是从

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我要在家乡实现梦想。”

李先宇为家乡教育发展作贡献的梦想，在大学期间

便逐渐形成了。大二时，李先宇选择从计算机专业转到

师范类的地理专业。经过努力，她不仅跟上了新专业的

学习进度，还屡获校内外学科比赛奖项。

越来越多的优秀毕业生到中西部任教，是华中师范

大 学 长 期 以 来 推 动 师 范 生 培 养 向 中 西 部 倾 斜 的 结 果 。

2021 年，教育部等 9 部门印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

师定向培养计划》。从当年起，华中师范大学开始面向安

徽、广西、贵州等 22 个省份招收本科定向就业师范生，每

年招收 150 人。

如何让这些学生“下得去、留得住”？华中师范大学

注重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协同发展，开设“教育强国”等

课程，由学者名师授课，着力开展师德和教师理想信念教

育，引导学生厚植教育情怀。开展“强国有我，青春有为”

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一批师范生奔赴中西部乡村学

校开展支教服务，增强到中西部从教的信念。举办“师范

生走进国培课堂”等系列活动，为师范生搭建与中西部教

师面对面交流的桥梁，更加坚定教师职业理想。 2021 年

至 2023 年，该校应届毕业的师范生中，每年有六成以上到

中西部就业。

开展培训，传授理念方法

“这是一本新课标高中语文必修课教材目录，请大家

想一想，它和过去的语文教材有什么不同？”日前，华中师

范大学的一间教室里，一名年轻教师向“学生”发问。尽

管台下许多“学生”的年龄比老师还大，但都认真思考、踊

跃发言。

这节课是华中师范大学承担的 2023 年国家乡村振兴

重点帮扶县被帮扶高中骨干教师培训的一部分，授课教

师 是 武 汉 市 第 十 二 中 学 高 中 语 文 骨 干 教 师 张 慧 怡 ，“ 学

生”则是来自青海玉树、四川甘孜等西部地区的高中藏语

文教师。

从 2010 年参与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实施的“中小学教

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以来，华中师范大学已为来自 31 个省

份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的 2.6 万名中小学教师提供培训服

务，其中 60%以上的学员来自中西部地区。每年，华中师

范大学都会针对不同地域及培训对象特点，结合教育改

革趋势安排课程。

“培训让我收获很大。”贵州省毕节市织金县第三中

学信息技术课教师张习祥已是第二次到华中师范大学参

加培训。“上一次听老师说，教师当久了会有瓶颈期，如果

不突破，教学水平就很难提升。”张习祥回去后不断思考，

琢磨出信息技术与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融合教学的新

路子，还组织师生成立科学社团，由多学科教师指导学生

尝试科技发明并参加科学竞赛，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落实好‘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可以使乡村

教师更新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能力。”华中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教授王后雄说。

数字赋能，缩小教育差距

湖北省咸宁市崇阳县第四小学何桥分校的多媒体教

室里，丁芷嫣、丁芷怡姐妹俩正对着大屏幕学唱纳西族民

歌《阿里里》。“我们特别爱唱歌，每天都盼着上音乐课。”

丁芷怡说。

屏幕那头的音乐老师熊紫伊，身在崇阳县实验小学

联校网教协同中心，同时给 23 个教学点的学生远程授课，

“音乐课不仅能让孩子们自信地展示自己，也能拓展他们

的视野。”熊紫伊说。

学生少，师资力量不足，音乐、美术等课程开不齐、开

不 好 的 问 题 曾 长 期 困 扰 崇 阳 县 的 不 少 学 校 和 教 学 点 。

2016 年起，华中师范大学信息化与基础教育均衡发展省

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指导崇阳县教育局以城区实验小学

为中心，建立联校网教协同中心，建成 14 个主讲教室，精

选音乐、美术学科优质师资在主讲教室专职教学，全县 11
个乡镇 28 个农村薄弱学校和教学点则分别建设了听课教

室，每个教室配备 1 名辅导教师。

如 何 提 升 薄 弱 学 校 教 师 的 数 字 素 养 ？ 光 靠 培 训 不

够，还得结合应用。华中师范大学人工智能教育学部教

授吴砥和研究团队深入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第十五中

学，发现教师在信息化应用方面存在不足，团队总结先进

教学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模板化”的数字备课资源，提供

给全校教师共享。通过数字赋能，该校教师教学水平得

到整体提升。

经过多年努力，华中师范大学坚持以数字化技术为

乡村教育赋能，让更多欠发达地区学生共享优质教育资

源。“学校将坚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全面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华中

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夏立新说。

华中师范大学助力提高乡村教师队伍质量

让 中 西 部 孩 子
拥有更多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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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员蒋文杰——
“等把‘大家庭’照顾

好后，再好好照顾小家”

9 月 12 日，海关队伍授予关衔 20 周年大

会在北京举行。蒋文杰在会场上聆听了习近平

总书记给红其拉甫海关全体关员的回信，心

情激动不已。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收到总书记的回信，

是光荣，更是动力！”这一天对蒋文杰来说，值

得铭记。这也让他更加坚定了 14 年前的选

择，扎根边关，无怨无悔。

为啥要来红其拉甫？一个视频，改变了

他的一生。2009 年 7 月，蒋文杰从新疆医科

大学毕业，准备回老家陕西汉中的一家三甲

医院工作。

就业指导会上，一个记录新疆区域发展

的视频吸引了他。从视频中他了解到，喀什

等地区的交通、医疗、教育等行业都需要更多

人才。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不断回荡：自己

学习了专业的医疗知识，应该到更需要他的

地方做贡献。

思考了两天后，蒋文杰决定报考红其拉

甫海关。收到录取通知后，背上行囊，带着家

人的牵挂，他毅然奔赴离家 4000 公里的红其

拉甫。这一去，就是 14 年。

病媒生物、危险品、放射性超标物质……

14 年里，蒋文杰无数次地拦截了危险物品入

境。“现在有了高科技设备支持，我们的出入

境检查更精准了，走私类案件已经很少发生

了。”蒋文杰说。

蒋文杰和家人聚少离多。他在驻地的家

距口岸一线有 300 余公里，在口岸一待，短则

30 天，长则 3 个月。2019 年 7 月，蒋文杰已在

边关工作了 10 年，怀着对家庭缺少照顾的愧

疚，他想向组织申请，调往喀什。

在关长办公室门口，他听到关长与另一

名同事在谈话。同事因长年在高原工作，身

体已出现不适，甚至多次晕倒，组织决定把他

调到平原关区工作，也能与家人团聚。该同

事却说：“我从参加工作时就在这里，红其拉

甫海关就是我的家，我要坚守在这里！”

听到这番话，蒋文杰转身回到了联检大

厅。换班休息时，他对妻子说：“你独自照顾

两个孩子，确实很辛苦，但家家有本难念的

经，如果我被调走了，就得有其他同事顶上

来，他们就无法与家人团聚。再给我几年时

间吧，等把‘大家庭’照顾好后，再好好照顾

小家。”

蒋文杰说：“我要坚持‘苦干不苦熬、苦中

有作为’的精神，在国门站好每一班岗！”

关员尔卡木·夏克尔——
“把艰苦奋斗的‘接力

棒’接得更好、举得更高”

收 到 总 书 记 的 回 信 以 后 ，红 其 拉 甫 海

关关员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朗读。“读着

读 着 ，大 家 都 心 潮 澎 湃 。”关 员 尔 卡 木·夏

克尔说。

从小听父亲讲述当年在红其拉甫海关工

作的故事，父亲语气中带着的自豪感，让尔卡

木·夏克尔深受感动。毕业后，他放弃了留在

上海工作的机会，毅然报考了红其拉甫海关，

最终成为一名关员。

父亲对尔卡木·夏克尔说：“我们当年吃

了很多苦，现在的红其拉甫有电、有灯，冬天

能取暖，条件已经很好了。”然而，第一次来到

国门一线，严重的高原反应就给了尔卡木·夏

克尔一个下马威。刚到临时驻点，尔卡木·夏

克尔就腿软、头晕、胸闷。

“吃药没有？吸氧没有？要不要下山？不

要硬撑……”同事们对他的问候和帮助，让他

倍感温暖。同事们还帮他整理好宿舍，把物品

收拾摆放好。“我那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和大

家一起守护好国门。”尔卡木·夏克尔说。

在红其拉甫，寂寞、缺氧、高寒……一起

向尔卡木·夏克尔袭来。“以前的同学们在朋

友圈里分享着丰富多彩的生活，而我只有高

山和高原。”尤其是日复一日地重复验放旅

客、行李、货物的工作，让他有过迷茫和困惑。

2016 年底，在一次查验行李过程中，尔卡

木·夏克尔查获了一批毒品，受到了单位的表

扬。“通过我的工作，守好了祖国大门，也守护

了人民安全健康，我感受到了一种成就感。”

尔卡木·夏克尔说。

父亲也鼓励他在艰苦的地方磨炼自己。

来自家庭的支持和来自集体的关怀，让他再

也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这些年来，尔卡木·夏克尔主要负责货物

渠道监管查验、卫生检疫、进出境旅客渠道监

管查验、动植物检疫等工作。“我要把总书记

的殷切期望铭记于心，把艰苦奋斗的‘接力

棒’接得更好、举得更高！”尔卡木·夏克尔郑

重地说。

关员苏菲亚·居马汗——
“身后是祖国，这就是

我坚持的理由”

读完总书记的回信，关员苏菲亚·居马汗

怀着激动的心情走上工作岗位，验放旅客、行

李……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回到家，她一把抱起一岁多的儿子，亲了

又亲说：“宝宝，谢谢你陪妈妈守边关，让妈妈

坚持了下来。”

作为一名塔吉克族姑娘，苏菲亚·居马汗

一家世世代代生活在红其拉甫，直到上大学

才去了天津。大学毕业后，看到红其拉甫海

关的招聘信息，苏菲亚·居马汗选择回到了自

己出生的地方，一干就是 10 年。

一天晚上，苏菲亚·居马汗正在验放旅

客，一名带着 9 岁女儿的巴基斯坦男性旅客办

理完手续，突然捂住胸口，高原反应让他感到

心慌，喘不上气来。

他伸手向查验台前的苏菲亚求救。苏菲

亚立即呼唤同事，大家一起把他扶到椅子上，

帮他叫了救护车。上救护车前，这名旅客把

女儿托付给苏菲亚照顾。

苏菲亚把正在哭泣的小女孩安置在视线

范围内的旅客等待区，还给她拿来了食物和

矿泉水。下班后，苏菲亚一直照看小女孩到

后半夜，还把自己的防寒服给她穿上。后来，

旅客来接孩子时，竖起大拇指说：“谢谢您，中

国海关太棒了！”这段经历让苏菲亚感受到了

海关关员身上的责任。

工作没有一帆风顺的，苏菲亚也流过眼

泪。刚工作不久，她负责办理边民互市业务。

“一些边民有时会抱怨，说我太严格，我只能耐

心解释。”苏菲亚记得，有一次，她忙了一天，临

下班时又下起了泥巴雨。她从外面跑进大厅，

身上、头发上都是泥巴，一阵委屈涌上心头。

关长看到苏菲亚狼狈的样子，让她好好

休息一下，自己接过了剩下的工作，同事送去

零食安慰她，让她感到很温暖。

货物监管、边民互市监管、口岸卫生监

督、国门生物安全监测……苏菲亚的工作忙

碌而繁杂。苏菲亚每个月至少有一半时间待

在条件艰苦的国门一线工作，只能把孩子交

给家里的老人照看，一个月也见不到几面。

每次在视频中看到孩子哭，苏菲亚就跟

着一起哭；深夜躺在床上想起孩子，她也只能

默默流泪。后来，苏菲亚把老人和孩子都接

到了红其拉甫，虽然生活条件不如从前，但每

天能看到孩子的笑脸，苏菲亚满身的疲惫都

没有了。

“我身在国门，身后是祖国，这就是我坚

持的理由！”苏菲亚说。

厨师克尤木·白尔迪——
“要让大家吃好点儿，

干工作更有劲儿”

做完早饭，克尤木·白尔迪哼着歌曲走进

温室大棚，他摘了些生菜、油麦菜、小西红柿

后，走进餐厅后厨，开始忙碌。“今儿是个好日

子，给大家伙儿加个菜，吃红烧羊肉！”克尤

木·白尔迪说。

自从读了总书记的回信，克尤木·白尔迪

脸上总是挂着笑容：“我作为海关的厨师，也

感到很光荣。”

1988 年，克尤木·白尔迪从喀什市来到了

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登上了红其拉甫

国门旧址——皮拉力，当了一名厨师。

在“生命禁区”帕米尔高原生活、做饭，可

不容易。“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曾

想到，我体验到的是‘难为无水之炊’。”为了

取水，克尤木·白尔迪每天都提上两个木桶，

到两公里之外的河里敲冰，或爬下 50 米深的

河滩提水。

水有了，柴火又是个问题。皮拉力没有

树，所谓的“柴火”无非是些草根之类的，“寸

把长的草根不禁烧，塞上一把，‘刺啦’一声就

烧完了，锅底还没热。”克尤木·白尔迪就左一

把右一把，不停地往炉灶里塞，一顿饭下来，

厨房里烟雾弥漫，他眼泪直淌。

因为条件艰苦，之前招的厨师干了一阵就

走了，“我也想念远在疏附县的家，想念父母。”

克尤木·白尔迪说，“但我走了，谁给关员们做饭

吃？”克尤木·白尔迪咬紧牙关，还是留了下来。

高原上没法种蔬菜，只能靠补给车往上

送，遇上大雪，车开不上来，菜窖里的存货都

吃完了，只能烤馒头片就着榨菜吃。

如今，日子好过了，高原上盖起了大棚，

关员们吃上了自己种的蔬菜、水果，“再过一

阵，还能吃到火龙果呢！”条件好了，克尤木·
白尔迪做饭，也越做越有劲儿。

如今，克尤木·白尔迪已在红其拉甫海

关干了 30 多年。他不仅做得一手美味的新

疆特色饭菜，通过关里组织的技能培训，还

学会了各地特色菜和西式料理，“大家在这

里工作，本来就很辛苦，我要让大家吃好点

儿，干工作更有劲儿！”

克尤木·白尔迪厨艺水平越来越高，曾

有大餐厅高薪聘请他，但他拒绝了，“红其拉

甫海关就是我的家，关员们就是我的家人。”

年龄大了，领导多次劝说克尤木·白尔迪回

到平原地区的喀什海关做饭，可他腼腆地笑

着 说 ：“ 我 在 这 儿 干 久 了 ，有 感 情 ，舍 不 得 。

我要继续在这里做饭，不光要让大家吃饱，还

要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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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红其拉甫

海关全体关员回信，对海关系统干部职工

更好履行职责使命提出殷切期望。

红其拉甫海关地处被称为“生命禁区”

的帕米尔高原，所在口岸是我国与巴基斯

坦唯一陆路进出境通道。50 多年来，一代

代红其拉甫海关关员克服高寒缺氧等困

难，扎根雪域边疆的国门一线，忠于职守，

默默奉献，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展现了新

时代海关人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日前，

本报记者采访了三位关员代表和一位工作

人员，记录他们筑牢国门安全屏障，当好让

党放心、让人民满意的国门卫士的故事。

——编 者

图图①①：：苏菲亚苏菲亚··居马汗居马汗。。

图图②②：：尔卡木尔卡木··夏克尔夏克尔。。

图图③③：：蒋文杰蒋文杰。。

图图④④：：克尤木克尤木··白尔迪白尔迪。。

图图⑤⑤：：红其拉甫口岸国门红其拉甫口岸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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