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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2000多公里，他们从繁华都市来到青藏高
原——他们就是江苏对口帮扶海南州的教师团队。

2022年7月，来自江苏省常州武进高级中学、华
罗庚中学等学校的8位援青教师来到了海南州高级
中学。这支“队伍”采用“校领导+中层+骨干教师”的
组队模式，为海南州的教育教学开展“组团式”帮扶。

一年多来，海南州高级中学已然发生着变化。

帮教不仅是使命
更是挑战和责任

“李毛才让以前不爱说话，是个很害羞的女孩。
但是今天演完‘花木兰’感觉她整个人都开朗了很
多。”学生王鹤告诉记者。学术报告厅里正在进行高
二年级课本剧表演，副校长徐红芬在后台与参加表
演的同学围坐在一起，交流着感受。

跨越千里，倾力帮扶。武进高级中学的副校长
徐红芬任海南州高级中学校长后，带头从学校制度
建设、办学特色、学生成绩等方面重点发力。学校也
充分调动各方资源为帮扶工作提供支持，努力让前
沿理念、创新思想渗透到教育教学管理全过程，实现
从“输血”到“造血”的转变，带动州高级中学教育教
学水平有效提升。

一年多来，学校共修订完善12项制度，有效调
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以前没人愿意当班主任，这学
期24位老师主动提出当班主任；前5年，海南州高级
中学拿到1个省级课题，这1年多来就拿到10个省
级课题；州级优质课，前3年总共有28节，现在一年
就有29节……

点燃薪火
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师带徒、办讲座、云授课……“组团式”帮扶致力于
培养当地的技术骨干，努力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既然来了，就要做一个‘海南人’，就要真心实
意地为当地教育事业办点实事。”援青生物教师王景
花说。

来自常州的 8 位援青教师，每人都带了 3 个徒
弟。王景花还成立了生物名师工作室，面向全州的
老师搞讲座、上示范课，全州好多老师都成了她的

“徒弟”。
“师父对我的帮助是全方位的，特别是新高考的

要求怎么落实在平时的课堂教学中，听了她多次培
训，我们方向明确了。”州高级中学生物老师鲁秀兰
就是“师门”的其中一员。

王景花还通过组建苏青网络教研发展联盟，把
众多江苏名师变成了青海“同行”教师的“师父”。

组团式教育帮扶，重点体现在合力和可持续性
上。为了将教育援青工作推向深入，两地通过援青
教师与本地教师共同承担教学任务、共同备课、共同
制定教学计划等方式，促进相互之间深度交流和共
同成长，提升本地教师专业素养和课堂教学能力。

特色办学
守护学生眼里的光

对于援青教师团队来说，教育方式和教学质量
是摆在面前的两道重要考题。这边的学生更适合什
么样的教育方式？看着学生们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
睛，帮扶教师找到了答案。

月考成绩公布后，学生戴措吉拿着自己的数学
卷子来到了援青教师郭金华的办公室。还没见到老
师，已经开始双腿发抖。郭金华看到她的样子立即
安慰：“这一类的题型怎么解，是有技巧的，我给你说
一说，你就明白了。”

内向、自卑、短视是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帮教
团队从心理疏导、鼓励引导教学、职业规划入手，讲
励志故事，通过互联网带他们了解外面的世界，让学
生重拾学习的自信，帮助他们对未来有清晰的规划。

郭金华所带的班级中一位体育特长生原本很内
向，在和郭金华多次谈心后，两人熟络了起来，现在
不仅热爱数学，还和老师成了打篮球的“搭子”。“男
神”“华哥”，是孩子们对他的亲昵称呼。

郭金华拿出两个班的数学成绩比对单向记者展
示。成绩单上都是他用多色水性笔勾画的痕迹，被
翻阅了多遍的成绩单已经显得有些破旧，哪位同学
成绩提升了，哪位同学下降了，他都了如指掌。

对于帮教教师来说，学生就是他们工作的重心，帮
教团队，如同擎着先进教育理念火种的使者，为海南州
高级中学的教师、学生点亮了梦想，照亮了未来的路。

所爱隔山海，山海亦可平。在教育援青和“组团
式”帮扶的大潮中，江苏的教师们正在用心用情谱写
千里支教、山海情深的动人篇章。

（特约记者 俄日措 高岳）

援青教师跨越千里播种梦想

见到夏毛措时，她正在房间里忙乎
着。夏毛措是共和县残疾人托养康复中
心的康复导师，今天轮到她值班，早上 7
点她就早早来到了单位。

“清理卫生、打扫房间，然后检查并辅
助残疾人整理内务，一套流程结束后再带
领他们做一些康复训练。”夏毛措说。

这几年，共和县残联不断完善残疾
人托养服务、购买服务，努力为城乡残疾
人提供多层次、多元化、可得可及的托养
服务，为了让有需求的精神、智力和重度
肢体残疾人享受托养服务，于2018年10

月23日挂牌成立了共和县残疾人联合会
托养康复中心。

该中心总投资570万元，内设功能测
评室、运动治疗室、物理治疗室、作业治
疗室、传统康复治疗室、言语治疗室等康
复训练室，有多功能厅、阅览室、娱乐活
动室等活动场所，形成了“医疗康复+托
养”相结合的一体化模式。

在生活和工作中，大多数残疾人容易
产生自卑心理。在托养康复中心，工作人
员不仅能提供专业服务，还与残疾人谈心
聊天，进行心理疏导，了解他们的需求，增

强自信，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关怀和温暖。
“工作人员会帮忙打扫卫生、洗衣

服，陪我聊天、教我做康复训练。只要有
需求，他们都热心帮忙，让我心里暖暖
的。”残疾人何某说，自从来到中心后，她
的生活从“黑白”变成了“彩色”。

对于残疾人来说，他们有了一个温
暖的家，而对于他们的家人来说，也帮他
们解决了生活的难题。

在托养中心成立之初，共和县残联就
明确了以就业项目为主要托养内容的工
作思路。为此，中心设立了手工工作室。

“在这里，大家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
作’，比如做掐丝、唐卡，学习绘画、书法，
也可以进行包装袋打包等。”中心运营负
责人余艳玲告诉记者。“我们负责和企业
对接业务、教学，卖出去还可以赚钱。”

翻开工作室里的《残疾人手工作品
销售记录表》，梁某的作品《平平安安》、
王某的作品《虎虎生威》售出……记录本
里详细记录了残疾人作品的销售记录。
平均算下来，残疾人每月可有几百元到
一千元不等的收入。

“残疾人托养中心为符合托养条件
的重度肢体、智力残疾人提供了基本生
活照料护理和基础康复训练等专业化服
务，也解放这部分家庭的劳动力，让他们
有更多的精力去改善生活。”共和县残联
理事长赵金娥表示。 （特约记者 高岳）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日措）近日，共
和县恰卜恰镇政和社区等14个社区（村）
被海南州打击传销联席会议办公室认定
为海南州首批“无传销示范社区（村）”。

今年以来，海南州始终把打击传销
工作作为保障市场安全、推动经济发展、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任务，以“彻底
铲除传销”为目标，以“无传销示范社区
（村）”创建工作为载体，重点打击“拉人
头”、利用互联网等形式的传销活动，防
止欺诈，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维护州经济秩序和社会稳定，创
建文明和谐海南。

在巩固近年来开展“无传销乡镇（社
区）”创建工作成效基础上，通过持续开

展“无传销示范社区（村）”创建活动，将
创建工作向村居延伸。

活动以各社区（村）为独立创建单
位，通过建立和完善打击传销的监督管
理机制、考评认定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
达到创建单位辖区内禁止传销知识普及
化、查禁传销工作制度化，辖区内无传销
组织、无传销网络、无传销人员，从而最
终实现建设无传销社区（村）的目标。

同时，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打击传销
工作制度，积极发动居委会、村委会在社
区、乡镇、村委等公共场所张贴海报，进
行广泛普及宣教，聚力营造人人知晓的
打击传销浓厚氛围。

活动开展以来，各社区（村）从维护

市场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高度出发，深入
开展打击传销专项行动，加强重点区域
监管，进行群防群治，彻底铲除传销赖以
生存的土壤。

经过一年创建，全面严格的考核和
公示，最终确定共和县恰卜恰镇索尔加
村、恰卜恰镇上塔迈村、恰卜恰镇政和社
区、恰卜恰镇工业园社区，贵德县河西镇
格尔加村、常牧镇常牧社区、河阴镇城西
社区、河阴镇城关村，贵南县茫曲镇城东
社区、茫曲镇沙拉村，同德县尕巴松多镇
第一社区、尕巴松多镇斗后言村，兴海县
子科滩镇城东社区、唐乃亥乡下鹿圈村
14 个社区（村）为海南州首批“无传销示
范社区（村）”。

本报讯（特约记者 俄智措 兴组宣）
“我兑换了一瓶洗洁精、一块砖茶和一袋
米，这些都是我参加活动积攒的积分。”
兴海县温泉乡多巴村村民多杰加拿着刚
兑换的物品高兴地说。

为充分调动农牧民群众参与乡村治
理、建设美丽乡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温
泉乡多巴村在乡村治理中探索运用积分
制管理手段，打造乡村治理“积分制超
市”并试点运行，成效良好。

采取突出以积分兑换生活物品的方
式，用积分记录美德，用行动传递正能
量，有效调动了农牧民群众参与到人居

环境整治、民族团结、移风易俗的积极
性、主动性、自觉性。其间，鼓励农牧民
群众以自己的行动获取“积分”，用“积
分”免费兑换超市物品。

今年 10 月“积分兑换超市”创办以
来，村民们自觉踊跃参与到环境卫生、村
容村貌整治、文明宣传等活动中来。每
月5日，党员活动室旁边的“积分兑换超
市”里就会排满前来兑换积分的农牧民
群众，超市里管理员为陆续来兑换物品
的群众记录台账、拿取物品，现场欢声笑
语不断。

对于多巴村的村民才旦来说，积分

超市的设立给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
利。他笑着说：“我正好想要袋大米，还
好我积分够。用积分兑换大米，不仅节
省了现金，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也能参与到乡村治理中来。”

温泉乡党委书记拉桑加说，在这里，
每一个村民都是乡村治理的主体，大家
通过参与村务活动、发扬优秀文化传统、
尊老爱幼、邻里和谐、勤俭节约等行为获
取积分，然后再用积分兑换生活物资。
这种模式不仅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和谐发
展，也极大地提高了村民的获得感和幸
福感。

本报讯（特约记者 增太加 通讯员 角
巴仁欠）“监测对象有哪三类？”“五大振兴的
具体内容有什么？”“房屋安全等级分为哪几
类？”近日，同德县举办乡村干部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策“比武
竞赛”，来自5个乡镇的党政领导干部、30个
重点村“两委”班子成员、驻村第一书记和工
作队员共180余人现场“过招”，实力比拼。

此次“比武竞赛”主要围绕抓党建促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应知应会知识、防返
贫监测、“两不愁三保障”、村集体经济发
展等内容，大家围绕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用事例说话、用数据说话，把优秀的经
验、典型的做法、所取得的工作成效逐一

“亮卷”，展“思路”、晒“成绩”。
“这次参加全县‘比武竞赛’对我来说是

一种鼓励，更是鞭策。”巴沟乡新村党支部书
记李焕卿说，本次“比武竞赛”活动，让他增长

了知识，拓宽了思路。今后他会更加努力，
投身到乡村振兴工作中，以务实为民的良好
作风，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贴民意、暖民心。

据悉，同德县将持续搭建“比武竞
赛”平台，在“练”中学习宣传政策，在

“比”中检视工作成效，在“赛”中交流经
验做法，积极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
围，进一步激发乡村干部持续推进乡村
振兴的工作热情。

“康复+托养+就业”点亮残疾人幸福生活

同德“比武竞赛”晒实绩争先进促提升

小积分兑出“大文明”

海南州认定首批“无传销示范社区（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