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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1日，记者来到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细雨蒙蒙的教学楼外传来同学们悦耳的朗读

声，走进杨毛吉的工作室，映入眼帘的是满墙的锦旗，杨毛吉说：“每一面锦旗都有一个我和孩子

的故事。”正前方挂着一幅“德育人者人育德”的书法作品，她解释道，“拥有好品德的人，才配做

教育学生的人。”这是杨毛吉对自己的激励，也是她教学生涯的真实写照。

不是妈妈不是妈妈，，胜似妈妈胜似妈妈

杨毛吉：用爱点亮学生未来
榜样的力量——“西宁榜样”先进典型事迹系列报道五

杨老师，孩子们都愿意喊您“杨妈妈”

1996年7月，杨毛吉从青海师
范专科学校毕业分配到大通县朔北
中学工作。这一年，父母远在果洛，
借住在亲戚家的学生刘兰，住进了
杨毛吉的单人宿舍。从那天起，杨
毛吉白天鼓励她好好学习，晚上辅
导她写作业，两个人同睡一张床，同
盖一床被，直到刘兰考入中专学
校。27年后的今天，生活幸福、工作
稳定的刘兰一家仍像走娘家一样和
杨毛吉保持着母女般的往来。

杨毛吉的办公桌玻璃板下压
着很多学生寄来的明信片，其中有
一个写着：“您不是妈妈，胜似妈
妈！”这是她的学生王浩寄来的。
2006年，杨毛吉在大通二中工作期
间，注意到班里的住校生王浩，家
住农村、母亲长期生病，家庭非常

贫困，几乎无力支持他完成学业。
杨毛吉二话不说，立马决定让王浩
住进自己家里，像照顾自己孩子一
样照顾王浩，从吃饱穿暖到鼓励他
走出大山，勇敢实现自己的梦想。
王浩在她家一住就是 3 年。2009
年，王浩在高考中以大通县文科第
4名、青海省文科第72名的优异成
绩被中国政法大学录取。

燕燕父母迫于生计，远赴新疆
打工。由于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
爱，燕燕性格越来越内向，学习成
绩越来越差，几乎失去读书的信
心。高三时，燕燕父母找到杨毛
吉，商量能不能让女儿搬到杨老师
家住。为了学生的一辈子，辛苦一
年算得什么？杨毛吉答应了燕燕
父母的请求，让燕燕住进了自己家

里。住在杨毛吉家近一年的日子
里，她从未让燕燕洗过锅、刷过碗、
扫过地，她像照顾自己女儿一样给
燕燕洗净衣服并叠好放到枕边，每
逢下雨天和晚自习下课，杨毛吉都
让丈夫到校门口去接燕燕。燕燕
对杨毛吉说得最多的话是：“老师，
您就像我妈。”2010年高考，燕燕
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北大学。

27 年时间里，不同状况的学
生或一年，或两年，或三年住在杨
毛吉家中。如果没有遇到杨老
师，他们的人生可能是另一番样
子。多年来，杨毛吉家那间被她
女儿命名为“学生公寓”的卧室从
没闲置过，住在这里的学生一个
接一个地从这里走进大学校门，
奔向更美好的人生。

好老师就是学生的一面镜子好老师就是学生的一面镜子

一人之心唤醒众人之心一人之心唤醒众人之心

努力做一个好老师还不够，杨
毛吉把更多的正能量传播到人们
身边，把党的好声音传进千家万
户。她不仅是青海省人大代表，还
担任青海省妇联“巾帼向党宣讲
团”和“家庭教育讲师团”、西宁市

“党课讲师团”讲师、大通县委宣传
部“百姓话廊”宣讲团的宣讲员，也
是大通县妇联兼职副主席、“大通
县德育教育杨毛吉工作室”主持
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褒
扬高尚师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
也是她工作的主要内容。

《信仰的力量，奋斗的足迹》《二
十大精神指引我前进》等党课专题，
少了高深的理论，多了生动的故事，
一个个动人心魄的红色故事向群众
展示着党史的辉煌，党的艰难历程，
把群众对党的爱装进他们的心里。

《幸福老师》《教师，良心的事
业》《做人民满意的老师》《弘扬师
德，潜心育人》等 80 余场专题讲
座，宣传师德精神，启迪着更多老
师教书育人的思路。

《教育从“家”开始》《家和万事
兴》《传承传统文化，弘扬优良家风》

《如何做一个女人》《幸福家庭的密
码》等专题报告，大力宣讲“教育从
家开始”“家和百事兴”“反家庭暴
力”等内容，深受广大群众喜欢。

2023年8月14日，通过杨毛吉
的努力，大通县成立了青海省第一
家由政府主办，教育局牵头，有强大
师资力量，有专门场地和设施的家
庭教育机构——大通县家庭教育服
务指导中心。它的建立标志着大通
教育突破了一个重大难题——家校
共育，推动大通教育高质量发展，将

会影响和带动西宁地区，甚至青海
家庭教育的发展。

随着杨毛吉工作成绩的取得
和影响力不断扩大，她每天生活
虽辛苦但很幸福。目前，她被大
通一中、青海民族大学、湟川中
学 、虎台中学、西宁三中、西宁四
中、青海省三毛幼儿园等 28 所学
校或教育机构聘为德育副校长或

“思政辅导员”“家庭教育导师”
等。应邀以教育专家身份到宁
夏、甘肃、浙江等地培训教师，通
过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向
全国各地教师授课。

当一个人的奋斗目标成为一
群人努力的方向时，她会变为一种
精神，这种精神会影响一代又一代
的人奋发有为，努力前进……

（记者 张艳艳）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三尺讲台、数载春秋，孜孜不倦、桃李千万。
说起教师，很多人都会想到自己学习生涯中遇到的教师。那些曾教授

你知识，指点迷津的高大身影，那些为你遮风挡雨、鼓励你前行的片段，都
深深烙印在你我的心中。师恩难忘，因为他如蜡炬，点燃自己、照亮别人。

“西宁榜样”杨毛吉用27年的爱心付出，深刻诠释了人民教师用生命点
燃另一个生命的范本。

10月11日，当晚报记者如约来到大通二中杨毛吉工作室时，杨毛吉老
师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随着采访的深入，我们也对眼前这位平凡朴
实的高中教师产生了无限的敬意。

提灯引路，育梦成光
1996年，杨毛吉踏上教师的岗位，成为大通县朔北中学的初中语文老

师。在批改学生作文时，她获知班上一位女学生寄住在亲戚家，因种种原
因产生放弃读书想法的情况后，她把学生安顿在自己小小的职工宿舍，同
吃同住，一直照顾到学生毕业。

也正是有了这一次的伸手帮助，开启了杨毛吉往后27年中，无数次帮
助困难学生、鼓励援助他们完成学业、考上理想大学的爱心之路，书写出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的师生恩情，感人至深。
——这是一个父母离异，出生三天被抛弃的女孩。那天，当杨毛吉看

到这个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女孩，为了能喝口水，她用筷子修好断掉的炉
丝，斜搭着底部有漏洞的锅，艰难地烧水时，杨毛吉心疼极了，她的心像被
针扎了一样难受。二话没说，她帮助女孩交学费，给她买学习、生活用品，
给她织毛衣，杨毛吉做了所有能为女孩做的事情后，女孩抱着她轻轻地叫
了一声“妈妈”。

——这是一个为了省下五块钱车费，每周末独自住在学校宿舍的男
孩。露出脚趾的单鞋、单薄的衣服、一袋够吃一周的馒头，这个男孩让杨毛
吉时刻挂牵。她把家中的钥匙给了男孩，让他每周回自己的家里，杨毛吉
给他做好吃的，给他买新衣服，给了孩子一个离家十几里外又一个温暖的
家。

——这是一个让杨毛吉心痛至今的男孩。就是这个男孩，患有重症肌
无力，今年中考考出750分的高分。那年，男孩父母离婚抛弃了他，是奶奶
独自拉扯他长大。当奶奶得知了杨毛吉救助学生的事迹后，她和许多的困
难学生家长一样找到了杨毛吉。

看到白皙帅气，坐在轮椅上的男孩时，杨毛吉又一次二话不说。她多
方求助省城医院的名医为男孩治病，但是医生告诉她男孩的生命已经在倒
计时。没想到四年中，在杨毛吉等一众爱心人士、学校和师生们的关心关
怀下，不服输的男孩坐着轮椅完成了初中的学业，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大
通一中，被评为西宁市“新时代好少年”。

可是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就在不久前的一个清晨，那个不断给奶奶
夸高中真好，以后想学医，准备周一进行演讲的男孩突然就离开了。微信
语音中，奶奶一声声恸哭，一句句感谢，让杨毛吉悲痛不已，她送了男孩最
后一程……

遇到杨毛吉后，孩子们的命运齿轮开始转动。
后来，那名叫杨毛吉“妈妈”的女孩考上了陕西师范大学；高中三年每

个周末都在杨老师家的男孩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患病的女孩今年中考考
出了大通第二名的好成绩。

每年教师节，无数的鲜花和贺卡从全国各地寄来，雪片般的卡片和字
条上，一句句话语诉说着对杨毛吉的深深感谢，分享着大学的收获，工作的
现状，分享着他们走向幸福的故事。私下里，孩子们都愿意喊杨毛吉为“杨
妈妈”。

初心不改，师德如光
站在高一（7）班讲台上的那一刻，“助人为乐道德模范”“全国三八红旗

手”等拥有诸多荣誉的杨毛吉身份切换回大通二中高中历史教师。
因为热爱历史，所以调到大通二中后除了语文教学之外，杨毛吉又努

力取得了历史教师资格证，承担起学校高中历史教学任务。
采访中，杨毛吉总会不停地夸奖自己学校的学生：“他们真的太努力

了”“他们真的很懂事”……
看到讲台下学生们明亮的眼睛、求知若渴的神情时，杨毛吉说：每节课

的时间太短了，就想把自己所有的知识都倾囊相授给他们。
厚厚一沓的荣誉中，杨毛吉最为看重的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西宁

市师德楷模荣誉称号”等肯定自己专业的荣誉，她说这是对她多年教学的
认可，也是作为一名教师的最高荣誉。

每当走进校园的那一刻，杨毛吉说她总会想起自己初次踏上讲台时的
喜悦心情，她深深地爱着教师这份职业，并不断为之努力付出。

星火燎原，微光成炬
每个月家里和工作室的台历上都会被杨毛吉写满重要的日程。
这些日程中有要把来自爱心人士的捐助送到困难学生手中的；有需要

对沉迷手机等问题儿童进行心理干预的；有担任28所学校及教育机构德育
副校长、思政辅导员开展德育讲座的……

杨毛吉现在更忙了。在她的带动下，台下的家长、身边的朋友、同为省
人大代表的代表等都加入到爱心捐资助学的队伍中。四年来，为318名贫
困学生“建档立卡”，捐助物资达80多万元。

点点微光燎原成炬，照亮无数困境中的学子。
通过师德培训、座谈、报告等活动，杨毛吉用自己的力量唤醒老师教书

育人的初心，她认为“教书不育人相当于庸师”。4天8堂课的频率，无论教
学工作再忙她都会抽出时间参加各类讲座，努力弘扬师德精神，启迪、感染
更多的老师，真正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大通县家庭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成立了，杨毛吉担任负责人。“通过这一
平台将老师变成家庭教育主导型、专家型的‘家长’，让青海教育在众多教
师的奋斗努力下越来越好！”杨毛吉诚恳地说。 （记者 晴空）

杨毛吉用真情换实意，引领
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
帮助学生尤其是那些在成长中遇
到困境、产生行为偏差的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激发
出他们向上向善的正能量。

宇涛父母离异，妈妈靠推三轮
车卖菜来维持娘仨的生活，生活的
艰难和因贫困产生的自卑曾经使
他几次想要放弃学业。杨毛吉坚
决不让他失去与同龄孩子平等接
受教育的机会，不仅通过心理疏导

使他重拾自信，对未来满怀希望，
而且寻找爱心人士给予他资助。
2019年高考，宇涛取得高分被华东
师范大学录取，杨老师对他的资助
却并未终止。小婷出生三天后父
母便离异，三岁时，父亲又离家出
走，至今杳无音信，后来爷爷又出
了意外，她只能与身有残疾的奶奶
相依为命。杨毛吉不仅资助她的
生活和学习，还不停鼓励她努力学
习，上进求索，现在小婷已是陕西
师范大学大二的学生……

努力从来不会白费，昨日撒
下的种子，已在她看不见的地方
悄悄地生根发芽。

在大通县德育教育杨毛吉工
作室里挂满锦旗，“病魔无情、人间
有爱，奉献爱心温暖永存”“师情浓
浓，爱心无限”“求学岁月遭苦难，
老师妈妈哺育甜”……每一面锦旗
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好老
师杨毛吉正是通过自己的思想修
为来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用实际
行动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杨毛吉
人人 物物 名名 片片

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第二完全中学高
级教师，2016 年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
2018年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称号，2019
年被青海省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

“感动青海人物”。曾入选中央文明办主办
的“中国好人榜”，获得“青海省三八红旗手”

“西宁市道德模范”“西宁市骨干教师”“西宁
市优秀班主任”“西宁市师德楷模”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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