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关注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曾多次给基层教师回信，勉

励他们“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广大教师牢记嘱托，坚持立德修身、潜心

治学、开拓创新，努力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

人。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躬耕三尺讲

台，哺育一届届学子走出大漠；将“国培”课堂

的先进教育理念带回大山，为山里孩子接受

良好教育而不懈奋斗；大学生积极加入支教

志愿服务队，在基层支教中收获自身成长甚

至走上教师岗位……当前我国各级各类教师

共有 1891.8 万人，支撑起了世界上最大规模

的教育体系。他们有理想、有担当，写下了充

满激情和奋斗的人生历程；他们有情怀、爱奉

献，为了学校发展和学生进步全力以赴。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9 月 10 日

是 第 四 十 个 教 师 节 。 日 前 ，本 报 记 者 走 近

总书记曾回信的几个教师群体，讲述他们跨

越山海、奔赴基层，开阔乡村学生视野、滋润

乡村教育沃土的动人故事。

——编 者

24 年前，河北保定学院的 15 名毕业生不

惧风沙之苦、路途之遥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

边缘的小城，坚守三尺讲台，被当地老百姓亲

切地称作“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刮不走”的背后是投身西部的一片热

忱。“到最需要的地方去！”怀着一腔热血，他

们学习与沙漠相处，用自己的热忱点亮了一

个又一个梦想；

“刮不走”的背后是扎根基层的坚定信

念。当地迎接的最高礼遇让他们更深切地感

受到肩上这份沉甸甸的使命感。优化教学方

式、提升学生信心……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去

推动当地一点点改变。

15 粒种子终长成一片梭梭林。培养出

9000 多名毕业生，其中 3000 多名回到且末

建设家乡……24 年来，这批老师、这份坚守

改 变 了 且 末 ，为 这 个 西 北 小 城 带 来 了 勃 勃

生机。

不以山海为远，不以日月为限。一批又

一批大学生、一代又一代年轻人背起行囊奔

赴西部、扎根西部，让青春之花在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绽放，不断续写青春的华章。

种 子 长 成 梭 梭 林
邵玉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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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古宜镇，南站社

区的八角木楼里，“鼓楼议事”接近尾声。

“打水的事，最大不过芭蕉叶。”南站社区的“款师”杨显清

娓娓道来，“侗族老话说，‘共住一条江，有事大家帮’。”

“远亲不如近邻。各退一步，邻里和睦。”程村派出所民警

杨柳真诚劝解。

“都不用再劝了。乡亲们都要打油茶，以后这山泉水，我

们一起用。”有居民带头响应，众人点头。

“都没问题了？那可就敲鼓喽！侗鼓一敲，握手言和！”侗

族“寨佬”发了话，鼓声响三下，原本剑拔弩张的双方，爽快地

握手言和。一场持续 5 个月、由打山泉水的小摩擦而升级的

村际矛盾，被成功化解。

鼓楼是侗族群众聚会议事的传统会堂，按侗族习俗，村置

一楼，楼置一鼓，凡有大事商议、起款约定，均会击鼓为号，“款

师”“寨佬”则是侗族村寨中熟悉村规、颇具威望的人。

在杨柳眼中，鼓楼也是基层治理的“全新课堂”、调解矛盾

的“第一现场”。她所在的程村派出所，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融入工作全过程，将新时代“枫桥经验”与当地基层治

理实际相结合，联合“款师”“寨佬”，将调解室“搬”到社区鼓楼

里，普法讲法、化解矛盾。今年以来，程村派出所已成功调解

各类矛盾纠纷 85 起。

“我是瑶族，也会说侗语。在服务群众过程中，更重要的

是身到、心到、情到。架稳连心桥，才能心相通、情相融。”杨

柳说。

南站社区是广西第三大易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安置了脱

贫 群 众 两 万 余 人 ，其 中 侗 、苗 、壮 、瑶 等 少 数 民 族 群 众 占

94.52%。原本互不相识，如今因缘际会。如何让陌生人成为

“一家人”？

治理注重细节，让乡亲心贴近，增强归属感。

开展篮球赛、“多耶”（侗族大型集体舞蹈）、“月也”（侗乡

社交习俗，集体游乡做客）等文体活动，吃一桌宴、听一曲笙，

让大家关系更近；组织“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从清洁家园到

稳岗就业，让大家心气更足。2022 年，南站社区被评为“自治

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居民更有自豪感。

服务靠前一步，让群众少跑腿，增强获得感。

在南站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医保便民服务窗口，工作人员

杨永宜用侗语耐心指导群众激活医保电子凭证。不到 10 分

钟，居民杨艳良已经为全家人办好了手续：“窗口工作人员指

导得很清楚，以后看病更方便了。”

在小额贷款窗口，汉族姑娘莫秋婵在为壮族老乡介绍贷

款手续：“只要把这些材料交齐，我们替您去县里送材料、跑手

续，您回家等消息就好。”

就业多想几招，让百姓能增收，增强幸福感。

南站社区推行“转移就业+‘万亩茶园、生态产业园、生态

工业园’+‘微车间、微田园、微市场’+公益岗位开发”的后续

扶持模式，就业人数达 10340 人。

“换位思考、到位服务，才能创造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

事、共乐的好环境，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南站社区

居委会副主任吴益华说。

广西柳州三江县南站社区——

架稳连心桥 画好同心圆
本报记者 祝佳祺 孟繁哲 原韬雄

铸牢共同体 中华一家亲

本报北京 9月 3日电 （记者郑海鸥）文化和旅游部近日

发布 2023 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2023 年，全国文化和

旅 游 事 业 费 1280.4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加 78.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6.5%；全国人均文化和旅游事业费 90.8 元，比上年增加 5.7 元，

同比增长 6.7%。截至 2023 年末，全国公共图书馆总藏量 14.4
亿册，同比增长 5.6%。全国人均图书藏量 1.02 册，比上年末

增加 0.06 册。

截至 2023 年末，全国文物机构藏品 5017.2 万件/套，其

中，文物系统管理的国有博物馆藏品 3363.3 万件/套，占藏品

总量的 67.0%。2023 年，全国各类文物机构共举办陈列展览

3.0 万个，接待观众 140266 万人次。文物系统管理的国有博

物馆接待观众 10212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3.7%。

2023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发布

全国公共图书馆总藏量达 14.4亿册

本报北京 9月 3日电 （记者屈信明）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9 月联合开

展“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本次活动以“金融为民谱新篇

守护权益防风险”为主题，汇聚金融全行业力量，广泛普及金

融知识，完善金融惠民利民举措，提升金融服务质效，推动金

融行业更好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9 月 1 日上午，“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

行。启动仪式上集中发布了评选出的金融业为民办实事举措

范例、年度受欢迎的金融教育作品和防范非法集资短视频征

集大赛精选获奖作品。

2024年“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启动

本报北京 9月 3日电 （记者李心萍）记者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9 月 1 日，2024 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

限 公 司 铁 路 旅 客 运 输 规 程》正 式 公 布 ，共 有 5 章 114 条 ，对

2023 版《国铁集团客规》进行了 24 处修订，同时新增《铁路旅

客购票须知》《铁路旅客旅行须知》《铁路旅客安全乘车须知》

等 3 个附件。

据介绍，主要变化包括修订车票改签规则、修订报销凭证

条款、增加实名制购票有效身份证件类型、修订学生优惠票核

验和购票条款等内容。

2024 版《国铁集团客规》发布

本版责编：白之羽 宋 宇 刘涓溪 版式设计：张丹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且末县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与昆仑山脉之

间，曾是国内风沙危害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在许多人眼里，这个地方遥远而陌生。

2000 年 ，15 名 河 北 保 定 学 院 毕 业 生 踏

上西行的列车，几经辗转，来到且末任教，在

讲台上一站就是 24 年。 24 年来，一批批孩

子在他们的教导下茁壮成长。他们则像一

棵棵红柳，扎根西部，为广袤的土地带去无

尽的生命力。

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给河北保定学院

西 部 支 教 毕 业 生 群 体 代 表 回 信 ，勉 励 青 年

人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业，在实现中国

梦的伟大实践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

回信 10 年后，他们还坚守在这片土地，

继续发光发热。

从土坯房到现代化
校园，24年间学校变了模样

井慧芳今年在且末一中高三年级教语

文，上午最后一节课正赶上她上课，教室在

教学楼 3 楼。头戴式耳麦让她不用特别大

声，坐在后排的同学也能听清楚。打开电子

教学屏，选择提前准备好的课件，要展示给

同学们的内容就出现在屏幕上，写板书可以

用电子笔。

“和当年相比，条件好了不止一点点，粉

笔几乎成了过去时，老师上课把嗓子喊哑的

情况也很少见了。”井慧芳说的是英语老师旬

轶娜，24 年前，刚刚站上讲台的她，第三个月

嗓子就发不出声音了，医生诊断为“声带不闭

合”，病因是天气干燥和用嗓过度。

如今的且末，高楼林立，街道宽阔，草木葱

茏，城乡公路四通八达。在城外的治沙基地，

一行行红柳铺展着绿意。学校里有新建的教

学楼，图书馆、体育馆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去处。

在且末二中教体育的王建超至今记得刚

到且末时看到的学校：校园大门陈旧，教室是

土坯房，围墙是土墙，土操场上，只有一个破

旧的篮球架。如今，宽敞的塑胶跑道和体育

馆都已经从图纸变成了现实。

15 名老师的到来，给且末的教育注入了

新鲜血液，帮助一批又一批各族学生成长成

才。2003 年，他们从初一带到初三的第一批

毕业生，中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在全

州名列前茅，大家都对这群河北来的年轻人

刮目相看。

2010 年，井慧芳带的班上 29 人全部考入

本科院校，其中 18 人考上一本，这样的单班

成绩在且末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据且末

县教科局统计，2023 年且末高考本科上线率

达到 51.45%，较 2004 年的 30.6%大幅提升。

生活上的变化更是喜人。刚到且末时，

大家几乎三四年才有机会回一次家。但最近

几年，他们回家次数明显多了，尉且沙漠公路

通车，且末县到库尔勒市的公路距离缩短了

约 350 公里；和若铁路通车，且末县结束了没

有铁路的历史；且末玉都机场通航，坐上飞机

不到一小时就能到库尔勒，出行选择越来越

多。“和家乡的距离‘越来越短’，最快一天多

就能到！”且末一中语文老师李桂芝说。

从保定到且末，奔赴
3300多公里的选择

时间的指针回到 24 年前，一次改变人生

的选择摆在了 15 个年轻人面前。

“我是从新疆来的，那里特别缺老师，你

们谁愿意去？”2000 年 3 月，且末中学校长段

军来到河北保定招聘教师，当年 9 月开学升

初中的学生有 7 个班，班主任只有一个，任课

教师也不足。

中文系的李桂芝听完段军这番话，脑海

中浮现一个画面：一群孩子睁着渴望知识的

眼睛，出神地望着远方，等着老师给他们上

课。“希望将我所学的东西，带到有需要的地

方去，真正帮助到那里的孩子们。”

22 岁的李桂芝充满渴望，期待着去改变

那个遥远的、未知的小城里孩子们的命运。

这次招聘，段军从保定学院签下了 15 个

人，到且末前，没有人来过新疆。

李桂芝对新疆的印象全部来自课本：蓝

天 与 白 云 、广 阔 的 草 原 ，牛 羊 成 群 、瓜 果

飘香。

如今在且末一中教历史的侯朝茹是从段

军那里得知且末属于偏远地区，享受特殊补

贴，转正后每月能拿到 681 元，“上大学的钱

都是找亲戚借的，我想尽快还钱。”

王建超在电视上看过西部大开发宣传

片，那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油菜花，与花为伴

的生活让人向往，就放弃了专升本的机会奔

赴新疆。

…………

2000年 8月 6日，15名毕业生从保定出发，

坐了三天两夜的绿皮硬座火车到了库尔勒，住

了一晚，又坐上县里派来接他们的中巴车进入

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路上绿色越来越少，路两

边是一成不变的黄色，直到车辆驶入且末县

城，眼前的绿色又多了起来。“道路两旁绿树成

荫，还有鲜花盛开。五天四夜，走了 3300多公

里，终于和且末相见了。”井慧芳回忆。

休息了一晚，第二天，县领导在学校门口

迎接大家。“学校门口的土路湿漉漉的，那是

当地欢迎来宾的最高礼遇，在路面洒水，压住

了平时能盖到脚面的浮土。”李桂芝感受到了

当地对他们这群年轻老师的重视，“也感受到

一种沉甸甸的使命感。”

两年后，大家面临了一场离别：因为家庭

原因，学校有位同样来自外地的老师选择离

开。侯朝茹和那个老师所带班级的孩子们一

起去车站送行。

有个孩子问侯朝茹：“老师，你会不会走？”

“就是那一刻，我被深深触动了。”侯朝茹

笃定地告诉学生，“我不会走，会陪着你们长

大。”这不仅是对学生的承诺，也是对自己选

择的坚守。

从初中到高中，共培养
9000多名学生

到了且末没几天，就迎来了开学。大家

都被安排带初一的课，包括担任 6 个班的班

主任。

初当教师，大家缺乏经验，李桂芝认真备

课，严格按照教学大纲的进度上课。“我想，该

教的都教了，他们应该就能学会。”没想到一

段时间后的考试成绩，让她皱起了眉头，这些

初中的孩子还有很多人没有完全掌握拼音。

“那时我才知道，教学应该关注学生本

身，看学生的需求是什么。”像李桂芝这种情

况，每个老师都感同身受。

教政治课的庞胜利说，这里的孩子们获

得信息的渠道较少，每讲到一个概念，都需要

将 其 中 每 一 个 词 挑 出 来 ，分 别 讲 解 给 大 家

听。为了让学生更好理解所教的课程，他经

常把报纸上的新闻图片剪下来给学生看，想

方设法让学生们接触曾经接触不到的东西。

“教育就是要不断给学生开阔眼界，也要带给

他们信心。”

经过这些年，侯朝茹对教育也有了新的

理解：“这些孩子每天发生一点点改变，日积

月累，一定会有成才的时候。”

2019 年，且末中学的高中部独立为且末

一中，15 名老师中的大部分去了且末一中教

高中学生，把一批批学生送进大学。24年，这

批老师和陆续来到且末从教的师弟师妹们共

培养了 9000 多名毕业生，有 3000 多名回到了

且末。老师、警察、收银员、医生、个体户……

分布在各行各业的学生们，都在努力建设着

自己的家乡。“且末建火车站和机场的时候，

我教过的殷勇志就在那开挖掘机，他也是我

的骄傲。”侯朝茹说。

从扎根到带动，15个人
犹如 15粒种子，在沙漠中
长成一片梭梭林

2000 年之后，保定学院陆续又有不少学

生来到且末，加上今年刚刚入职的 11个人，保

定学院毕业生在且末执教过的已有 36个人。

翟少鹏读大一时，就在校史馆通过照片、

文字、信件，了解到学长学姐们将青春之花绽

放在西部的故事。毕业后，恰好遇到且末县

科教局来招聘，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报了名，今

年 8 月 22 日，他第一次来到且末，也见到了这

些学长学姐。

“不只是保定学院，2017 年，且末面临很

大的教师缺口，那年从疆外招聘了六七百名

教师，稳定留下的有五六百名。”且末一中党

总支书记刘贤告诉记者，近几年，越来越多年

轻人愿意来这里执教了。

更不用说这些老师带出

来的学生。赛买提江·斯迪

克曾是且末一中语文老师辛

忠起班里的学生，高二时因

成绩不好想要辍学，在辛忠

起的鼓励下继续学业并考上

了新疆职业大学，现在已经

是 且 末 县 第 六 小 学 的 副

校长。

郑婉君读高一时曾因病

休学一年多，恢复读书后，在

井慧芳的鼓励下，考上了伊

犁师范大学，现在是且末二

中的老师。现在教学生，郑婉君总是会想起

井慧芳。“要多鼓励、表扬，给他们信心，这也

是井老师带给我的。”郑婉君说。

当地老百姓称他们是“大风刮不走的老

师”，李桂芝更愿意把自己形容成“种子”，“我

们就像 15 粒种子，长成梭梭树，扎在沙漠里，

慢慢把这片沙漠变成一片梭梭林。”

对于父母，他们每个人心里都存着一份

亏欠。“父母全靠兄弟姐妹照料。”王建超说，

但父母从没给他们“扯过后腿”。刚到且末没

多久，庞胜利就给父亲写了信，当时，庞胜利

的父亲已经 75 岁了，父亲在回信中写道：望

你不要想家，要努力工作，给祖国培育人才，

建设美好未来，栽出万朵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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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井慧芳给学生上课。 苏 鑫摄

图②：24年前，即将前往且末任教的毕业生们。

保定学院供图

图③：长在且末县沙漠里的胡杨林。 苏 鑫摄

图④：毕业于保定学院的周正国给学生上课。

苏 鑫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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