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准备上小学时，奶奶和妈妈亲手纺织毛料为我做
了一件白色藏装，大哥为我做了一个蓝色卡其布的新书
包。等到开学那天，我穿着白色藏装，背着蓝色书包，在
这样隆重的仪式感中，开启了我的求学之门。

初学藏文，是“三十个字母”，首次学汉字，是“毛主
席”。后来，这些文字和字母总是浮现在眼前，甚至在我的
梦里嬉戏、飘舞，从那以后，我的梦也变得丰富有趣了。

1983年，我考入当时的昌都地区中学，在那里度过
了难忘的3年。那时，学校条件简陋，平常8个人住的宿
舍里，一下住进了 18 名同学，尤其到了夏天，特别难
受。但老师们很关心学生，学生们也很尊重老师，学校里
呈现的也是欣欣向荣的景象。

那时，我们的课外活动丰富多彩，经常会有篮球、足
球比赛，各班的值日同学们轮流打扫教室、校园卫生，给
花草树木浇水。有时周末放电影，有时团委、学生会组织
歌舞晚会。晚会里可以唱歌、跳舞，当时流行的迪斯科、
摇摆舞、霹雳舞等在校园很受欢迎。

我在澜沧江畔长大，从小就喜欢爬高山，游江河。到
了昌都地中后，因为学校也在澜沧江畔，每到夏季的星期
日，我和同学经常一起到江边去洗衣服、游泳。有一次，
我已经游到江心，我们的藏文老师看到后，吓得使劲儿喊
我的名字。游回江岸后，我看到老师的脸都红了，并激动
地说：“原来你会游泳！我以为你被江水冲走了呢！吓得
我心脏都出来了，以后要注意！”以至于我参加工作后，
老师也会时常提起这件事。

在那里，我有幸遇上许多指引人生方向的教师。如为
了改善我们的生活条件，在校长面前哭求过的扎西玉珍老
师；知识渊博、境界超俗的仁增吉美老师；因材施教、耐

心引导的贡秋老师；把家里仅有的半袋米给我们的铁昌华
老师……从他们身上，我学到的不只是知识，更是做人的
态度——关爱、耐心、谦虚、尊重、担当、求真、务实、
创新、拼搏、奉献……老师的一举一动都在影响我们，我
也渐渐体会到教师的真正价值和伟大之处。

那时除了学习外，也有其他机遇。我有位叔叔在拉
萨，他问我：“要么现在跟叔叔一起去拉萨找个工作，要
么先学习以后再看情况。”我认真思考后，选择了继续学
习。初二时，西藏体工队来昌都选拔运动员，我以最优秀
的成绩入选。经过一个寒假的集训后，我的各项指标得到
很大提升。后来，因长期高强度训练，得了一场重病之
后，我放弃了去西藏体工队的计划。

临近毕业，我决定报考中专，首先要填报志愿。我很
想去拉萨和内地大城市学习发展。当时，拉萨中专学校有
很多，而且财政、银行、邮政类学校都是公认的好学校。

志愿表到手了！这是我人生中最矛盾的一次选择，整
整考虑了一天一夜。经常，脑子里第一浮现的就是拉萨的
那些学校，然而心底的羁绊却让我久久不能落笔。我放不
下自己的初心，想到那些有着和我一样经历的孩子，想到
国家需要教育，家乡更需要教师。最后，我在志愿表里一
笔一画地填写了——昌都师范学校。

在师范学校学习4年后，我真正成了一名人民教师。
在踏上教师岗位时，我特地向二哥说：“我打算以后只当
一名教师，不想追求其他方面，希望你能理解支持。”二哥
点头默许。

就这样，我在这平凡而神圣的教师岗位上，无怨无悔
地坚持到现在！这就是我的选择，这就是我的成就！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西藏昌都市第一小学教师）

人生最矛盾的一次选择
扎西

我是一名特殊教育教师，在三尺讲台已耕耘28个春
秋。世界因爱温暖，我要为世界增添温度，所以我将青春
献给教育事业，献给可爱的孩子们。

也许是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为他人撑起一片晴
空。小时候，父母相继离世，是老师给予我母亲般的温
暖，她们无微不至的关怀，给了我驱散阴霾、走向光明的
勇气。

1994年，我回到家乡长阳土家族自治县大堰乡成为
一名教师。2009年，我到赵家堰小学担任学校负责人，
当时学校面临重重困难：规模小、生源不足、经费不足、
教育质量不佳。一半的学生因为家庭贫困，常常连学习用
品都备不齐。

所有的工作从家访开始。每天放学后，我和老师们都
会翻山越岭，去贫困学生家走访。我们去得最远的地方是
小立家。小立家庭状况不好，患有严重癫痫的妈妈又被重
度烧伤，小立爸爸因为要照顾妻子无法外出务工。家访路
上突然下起大雨，雨停后又起大雾，能见度特别低。雨后
的道路格外泥泞，走几步就要停下来戳一戳脚上的泥。这
条泥泞的家访路，更坚定了我们要教育学生通过努力改变
命运的决心。

一个月的时间，我和同事们走访了所有贫困学生家
庭。我们将贫困孩子情况汇总，争取外界帮助，大部分贫
困学生都得到了资助，孩子们成绩普遍得到提高。而我，
始终记得并感谢那条泥泞的家访路。

进入长阳特校后，越是和同学们相处，就越是心疼他
们。这些学生身上，有很多闪光点：真诚、善良、不做
作。和他们相处久了，感觉自己也变得简单、纯粹。

小雪是一个非常爱美的小姑娘，最喜欢的就是别人
叫她“白雪公主”。但她一旦倔起来，说什么都不听。

为了拉近距离，我经常送她漂亮的小贴纸，陪她玩游
戏。变得亲近后，我开始慢慢引导她听从指令，让她做
一些简单劳动，教她怎么和别人相处。而她，也变得越
来越乖巧。

疫情刚结束，我和同事去看她。她挨个儿和老师们拥
抱，十分开心。我们夸她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她开心地给
我们表演刚刚学的舞蹈，还拉着我去看她妈妈养的花。看
到她发自内心的笑容，我觉得，孩子们的幸福笑容，是给
我们最好的回报。

2021年，我成为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政协委员，同年
又成为宜昌市政协委员。教育是我熟悉的领域，从事特殊
教育之后，为了更好了解学生和他们背后的家庭，我家访
的脚步走遍了长阳的山山水水。在充分调研基础上，我提
出了《关于智力障碍青少年就业安置的建议》，希望能够
通过政府部门和一些爱心企业合作，为残疾青少年提供一
些简单的职业技能培训和庇护性的就业岗位。建议很快得
到了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

长阳“星绽放残疾人创业就业服务中心”的成立，在
为特殊孩子提供实习岗位的同时，也为残疾人就业创业增
设了一个窗口。目前从长阳特校毕业的近90名学生中，
已有1/3有了工作岗位，实现了自食其力。现在，越来越
多的部门和社会团体、爱心人士开始关注特殊教育，关注
残疾人。

“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
有当他把自己和集体事业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最有力
量。”我愿做那大海中的一滴水，为社会发展进步尽微薄
之力，也带动更多的人投入温暖他人的活动中去。

（作者系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政协委员，县特殊
教育学校教师、职教班班主任）

那条泥泞的家访路
杜小琼 口述 通讯员 李莉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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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生长在海边的
青岛姑娘，2015 年夏天，我
成为章丘偏远山区——垛庄
学区学校的一名语文老师。
从繁华城市来到偏僻山村，
城乡教学环境的差异给我带
来了巨大的心理落差，我忐
忑不安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教室改造的宿舍里挤着
五张上下铺，午休时还有其他
老师做伴，夜间只有我一个人
独守山村。到了冬天，凛冽的
山风吹得人直打哆嗦。

那时的我，时常一个小
时、一个小时地给爸妈打电
话，哭诉心里的委屈。想要
逃离的时候，我一次次问自
己，我到底图什么呢？但是，
一想到小玉从裤兜里掏出已
经变了色的小草莓，怯生生地
说：“老师，这是我自己种的草
莓，您尝一尝它甜吗？”一想到
小骞妈妈怕我不适应山里冬
天的冷，一针一线为我缝制
的棉衣棉裤，我就越来越说
不出“离开”这两个字。

正当我在为“离开”还是
“留下”的两难选择而备受煎
熬时，我的爱人放弃了在青
岛打拼 4年的工作，又放弃
了城区学校的选择，带着女
儿来到小山村。这时候，留
下是我最终的选择。

山区留守儿童多，有些
孩子的爷爷奶奶年纪大，家访
时他们时常挂在嘴边的就是：

“老师，孩子爹妈不在身边，我什么都不懂，你多费心
啊！”于是我就主动通过微信、电话与孩子们的父母
交流。小贞的爸爸是消防员，妈妈是镇医院医生，工
作都很忙，无暇顾及小贞的成长。时常电话不接，微
信不回。为了更深入地交流，我就给小贞妈妈写了
封信，没想到，她居然回信了。信中她说，这是她近
20年来收到的第一封信，也是她写的第一封回信，
言语中有惊喜，有担忧，更多的却是安心。之后，我
们书信不断，写信成了我们家校沟通的最好方式。

扎根山区，我无怨无悔，但也时常忧心女儿的
教育问题。山里教育条件有限，女儿无法享受更
好的教育资源。于是忙完一天的工作，在我们租
住的农家小院里，伴着山间明月的清辉，我们每天
定时开启家庭亲子阅读，我们享受阅读的快乐，也
享受着相伴的快乐。看着沉浸于阅读乐趣的女
儿，我突然意识到，山里的孩子也像我的女儿一
样，迫切需要接受更好的教育，需要有人为他们打
开更广阔的视野。

于是，2020年10月，由我发起组织的垛庄“书
香妈妈”亲子读书会启动了。“悦读越快乐，书香塑
温情”是我们的宗旨。目前读书会已举办了 29
期。随着读书会的举办，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
跟他们说上话了，他们之间的共同话题也越来越
多了。书香妈妈读书会成了亲子沟通的桥梁和平
台，让更多的山村妈妈懂得了陪伴的意义，也让更
多的山村孩子理解了妈妈的不易。未来，我愿继
续成为阅读的点灯人，因为我们读的是一本书，重
塑的却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温情。

教育应该是这样的，是慢的艺术，就像农人种
庄稼，踏踏实实地在自己的土地上播下希望的种
子，默默耕耘，远离喧嚣与浮躁，静静地等待开花
结果。乡村振兴需要教育的支撑，我愿意扎根我
的小山村里，和我的爱人、女儿一起，用我们的小
家带动大家，一起读书上进！

（作者系济南市章丘区政协委员，垛庄学区学
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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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因奋斗而精彩，青春因拼搏而
担当。作为一名在藏教育一线工作15
年的教师，我不禁回想，我的青春年华
中，留下的是什么？

2007年9月，刚毕业的我怀着迷茫和
憧憬来到了西藏昌都市贡觉县哈加乡第
二小学，这是我教师生涯中的第一站。自
小在青海格尔木长大的我，也不禁被眼前
的情景吓退：萧瑟的树木，破旧的教学楼，
满脸高原红的学生缩在一旁窃窃私语，还
有突如其来让人睁不开眼的风沙。

旁边的校长告诉我，现在我是学校
唯一的汉族教师。之前，很多教师因为
受不了恶劣的环境而离开了，而学生们
正在讨论我会在这待多久。我想，我一

定会比他们都久。
面对饮食不同、海拔太高、交通不

便、通讯差等困难，我也想过放弃，可看
到学生眼中求知的光和来自同事的悉心
照顾，我坚定了留下的决心。

教学中，语言成了我和学生最大的障
碍。农牧区学校的孩子们汉语水平不高，
于是我每天晚上用一到两个小时给学生
补习汉语。为了提高孩子们的学习兴趣，
我先让孩子们做我的老师，教我说藏语，
然后我再教孩子们学习汉语。每晚，我的
家中总是充满了孩子们的欢笑声。

2012年，我在新生家访时了解到班
级中有位叫四郎尼玛的学生，父亲离家
出走，只有瘦弱的妈妈一人照料7岁的

他和1岁的弟弟。我向学校反映了孩子情
况，并主动请缨照料四郎尼玛的生活，班级
中还有类似情况的3个孩子也被我一同接
到家中。

白天，我是孩子们的宋老师，到了晚
上，又变成了孩子们的“宋爸爸”。学校老
师们总是笑着跟我打趣，称他们是我“西藏
的儿子女儿”。直到现在，哪怕换了教学阵
地，这个习惯仍旧没改变，我的家中又住进
了一些新的“儿子女儿”。

自2010年起，为了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及汉语应用能力，我利用每年的两次假期，
带一两名学生一起回内地。一来可以让他
们增长一些见识，二来也可以督促他们假
期学习。面对着这些不同面孔的“儿子女

儿”，我仿佛开始认识到了教育的意义。
什么是教育？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另

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从一个教
书的“门外汉”到现在承担着学校的教学指
导工作，再到担任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我
送走了无数优秀的学生，带出了一批批优
秀的青年教师，也借着政协委员的身份，在
更广大的地方为教育发声。

时光带走了我的青春年华，却也让我
在岁月流转中更为清明豁达，更明白教育
的初心使命是什么。“苔花如米小，也学牡
丹开”是我的教育初心，“薪火相传，心灯不
灭”是我的教育使命。我可以骄傲地回答，
我是一名教师，是教育强国路上那颗坚定
的小小石子，在雪域高原上还有无数个如
我一般平凡的石子，渺小而又坚定的存在。

回顾自己的从教之路，虽然没有显赫
的功绩，高薪的收入，然而能扎根高原，播
种知识，实现了自己“站三尺讲坛，想千秋
伟业，教一班学子，拂两袖清风”的夙愿，也
感到了无限满足。选择了教育，我无悔。

（作者系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昌都市
贡觉县相皮乡第二小学副校长）

雪域高原上的小小石子
宋吉辰 口述 通讯员 陈小艺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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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是标志时代最灵敏的晴雨表，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于青年。作为各行各业的代表人士，政协委员在各自的青春岁月里艰苦奋斗，将青春记忆融入了
时代记忆之中。为此，人民政协报推出《照片里的青春》专题报道，采访政协委员或约请政协委员以撰文方式，回忆峥嵘岁月，重温奋斗故事，激励新时代的中国青年人，用青
春的能动力和创造力激荡起民族复兴的澎湃春潮，用青春的智慧和汗水打拼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

乡村振兴，需要高质量教育。本期专栏中，扎西上学时选择了家乡最需要的师范专业；管菲菲从繁华城市来到偏僻山村；杜小琼翻山越岭去困难学生家走访；宋吉辰变
成了西藏孩子的“宋爸爸”。在此，向四位老师表示深深的敬意，也向所有奋战在教学一线的教师送上节日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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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西和学生们一起庆祝六一儿童节扎西和学生们一起庆祝六一儿童节

20212021年管菲菲在垛庄开展年管菲菲在垛庄开展““书香妈妈书香妈妈””活动活动

20202020年年66月月，，杜小琼在长阳榔坪镇茶园村看望学生杜小琼在长阳榔坪镇茶园村看望学生。。

20112011年宋吉辰在哈加乡第二小学辅导功课年宋吉辰在哈加乡第二小学辅导功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