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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浙那一家亲，汉藏心连心。在即将迎来浙江对口援藏30周年之际，本报记者走进拉萨市和那曲市，采

访浙江援藏干部教师，深入了解他们在推动雪域高原教育高质量发展上展现的浙江担当和力量——

进入10月，眼看为期一年半的援藏工作接近尾声，来自绍兴的浙江援藏教师沈

耀根决定向上级提出申请：再留藏一年半。在比如县第一初级中学，经历了生理、身

体、工作“三关”的洗礼，沈耀根的心已经和这里的师生牢牢地系在了一起，“光阴似

箭，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其实，这样的紧迫感，每一位援藏教师都有。2022年7月，浙江第十批援藏干部

教师奔赴浙江对口支援的那曲及其下辖的色尼区、比如县、嘉黎县，奋力谱写援藏新

篇章，在格桑花盛开的地方全力逐梦。

浙江省教育厅援藏干部、那曲市教育局副局

长王委兴有一只灰色的双肩包，包底蹭着薄薄一

层灰，大多数时候，它不是在汽车后备厢，就是在

前座的角落里。

对那曲教育的了解，王委兴是从车轮上开始

的。在那曲，实地调研非常辛苦。这里被称为“离

天最近的地方”，因气候条件恶劣，是“全国唯一没

有树木的城市”。那曲地域辽阔，相当于4个浙江

省的面积，县与县之间相隔甚远，四五个小时车程

是常有的事。很多时候在路上，背包一打开，王委

兴就进入了办公模式。

王委兴说，此前，前后9批浙江援藏干部教师

在那曲做了大量的实事、暖心事，一桩桩一件件，

从各个维度把那曲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要

把大家的力量聚合起来，连珠成串，推进教育援藏

工作迭代升级。”

自2016年起，浙江省接续选派“组团式”援藏

教师对口支援拉萨那曲第一高级中学，帮助学校

教育取得历史性突破，已成为援藏工作的“金名

片”，树立了西藏自治区内“异地办学”的典范。如

今，学校作为西藏自治区示范性高中，凭借优质的

教学资源源源不断地吸引藏北牧区学生来拉萨就

读。拉那一高挂职校长潘志君直言，“作为第三批

‘组团式’教育援藏团队，接过第一、二批前任工作

的接力棒，压力与挑战并存”。

一年多来，聚焦师资队伍和教育质量提升两

大重点，20名援藏教师忘我投入工作，通过创新

“云教研”“一课双师”，积极开展“师带徒，传帮带”

工作，为拉那一高的教育教学及管理质量锦上添

花。今年，拉那一高的教育教学质量在西藏自治

区的高中里名列前茅。

去年7月，来自浙江师范大学附属上虞初级

中学的援藏教师樊辉挂职比如一中副校长。刚

刚走马上任，他就和新教师刘冰结成了师徒。

在樊辉手把手的指导下，刘冰度过了新手期和

迷茫期，逐渐站稳讲台。

比如全县共8.7万人口，其中从幼儿园到初

中的本地受教育人口就超过2.2万。在比如一

中，全校有3000余名学生，教师却仅有204名，其

中三分之一还是从教不到3年的新教师。

“要让年轻教师尽快成长起来，提高教科研能

力，这件事不能再拖了。”樊辉从构建新的校本教

研体系入手，在比如一中搭建起“以老带新、以新

促老”的教师成长共同体结构。他还牵头建设比

如县青年教师成长培训基地，并积极推动上虞、比

如两地学校结对，在同步课堂、同步教研、线上名

师工作室等多个维度展开合作，致力于整体提升

全县教师的教科研水平，为当地培养一支带不走

的教师队伍。

事实上，为加快培养当地师资力度，第十批

援藏教师每人都要结对帮扶1~2位当地教师，建

立青年教师“一人一档”成长袋、3年成长帮扶计

划书等，细化教科研传帮带工作，组织开展“一课

双师”系列教研活动等。目前，当地教师已听取

结对教师的课堂教学386节次；援藏教师已开展

教研交流650余次，开设示范课240余节次。

在采访中，王委兴说得最多的，是“突破”二

字。“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那曲的干部群众对

教育的要求越来越高，他们从紧盯义务教育和普

通高中教育，转而开始更多地关注职业教育和特

殊教育。”了解到当地的这一迫切需求，王委兴积

极与浙江大后方联系，对接筹建浙那职业教育、特

殊教育发展联盟，通过构建省市级层面统筹机制，

协同推进职教、特教援藏工作。

因为有曾经在职业学校工作的经历，挂职比

如县教育局副局长的援藏干部茹益龙格外关注

比如县的职业教育发展，第一时间就前往县公共

职业技能实训基地调研。最近，他频频对接绍兴

市中等专业学校、绍兴技师学院和上虞区职业中

等专业学校，从输出管理经验、专业人才培养、资

金设备支持等维度，与比如县公共职业技能实训

基地开展结对帮扶。

水土不服，是每位援藏干部教师都必须面对

的第一个挑战。

西藏的冬天特别漫长，从10月开始，一直持

续至第二年的4月，气候严寒、干燥，含氧量极

低。早上流鼻血、嘴唇开裂，晚上睡不着等情形，

基本上每位援藏干部教师都会经历。

“‘援藏为什么、在藏干什么、离藏留什么’，这

是每一个教育援藏人都必须思考的问题。”王委兴

说，这3年里，做得怎么样，会出什么效果，那曲的

百姓是有期待的。

那曲的中小学，数学学科普遍比较薄弱。数

学教师沈耀根自从来了比如，就一直坚守在校园，

尽管“要多去拉萨休整”的念头总在脑海里盘旋，

但就是舍不得离开校园，为的是“能及时为前来求

教的师生答疑释惑”。

在平均海拔4500多米的嘉黎县，戴海萍作为

这一批援藏干部教师中唯一前往那曲的女教师，

看起来最为柔弱，但却极其坚韧。她会在疫情最

严重的时候，毅然留守嘉黎县中学，每天认真地听

当地教师上网课，并建立微信群深入探讨、传授经

验，确保网课真正取得成效。她还促成台州、嘉黎

两地教师“云端牵手”，为学校全体教师带去了10

余次“云教研”，让当地教师更加熟练地开展教育

教研活动。

潘志君常常强调，全体援藏教师要以高度

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为推动拉那一高教育质量

全面提升贡献浙江智慧和力量。“他们是一群

有情怀的人，他们的那种奉献精神及韧性，一

直在激励着我们前行。”拉那一高教师郝少奇

感慨地说。

来自湖州的慎笑忠笑称自己是二次援藏的

“老革命”。2019年12月结束援藏任务至今，他

陆续收到学生们的大学录取消息，其中不少人就

读师范专业，立志投身国家教育事业。去年，慎

笑忠再次踏上雪域高原，“去帮助更多的学生实

现梦想”。

作为分管教学的挂职副校长，慎笑忠会深

入各个班级推门听课，一周8~10节。针对课堂

上出现的问题，他要求教师“对课程标准、高考

热点和国家相关政策的领悟再到位些，课前准

备再充分些，要能预设课堂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和解决办法”。

而像慎笑忠这样的“老革命”，在拉那一高，共

有5人。向守国也是5人中的一员，“援藏这几年，

最大的感受是，不能照搬之前的教学经验，一定要

结合实际情况，才能尽快融入”。2020年秋季学

期，西藏高中起始年级统一使用国家统编语文、思

想政治、历史3科教材，这对3科教师提出了更高

要求。新学期，向守国任教高一的历史课，继续引

领当地教师转变观念、与时俱进，用好信息技术手

段，把历史课上出彩。

高二学生尼玛加才告诉记者，自己“非常喜欢

浙江老师的课”，因为老师上课深入浅出，让他对

学科有了更加多元、全面的认识。在援藏教师的

影响下，他早早锚定了目标——考上中国传媒大

学，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记者。

强使命，“浙江力量”有韧性

比如一中援藏教师沈耀根在给学生上课。 （学校供图）

续情谊，茶与盐巴紧紧依
“藏族有句谚语：相亲相爱，犹如茶与盐巴；汉藏团结，犹如茶

与盐巴。学校的氛围非常好，各民族师生就像一家人一样，互帮互

助、团结友爱。”尼玛加才说。

尼玛加才的家在那曲牧区，距离拉萨600多公里，每次来上

学，车子要在广袤的高原开上两天一夜。拉那一高目前有2273

名学生，其中绝大多数来自那曲农牧民家庭。这群十五六岁的

学生远离家乡来到拉萨，因为路途遥远，往往一学期才能回家

一次。

“从平均海拔4500米的那曲到海拔3650米的拉萨上学，孩子

们都怀抱一颗感恩的心。”援藏教师、拉那一高德育处督导王冰说，

学校秉承“阳光文化”教育理念，注重学生的自觉、自信、自主、自强

发展。

在朝夕相处中，援藏教师和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平时，

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帮忙拿课本、水杯去教室；看到有哪位教师爬楼

梯呼吸困难了，学生们会自发施以援手。

最让慎笑忠感动的是，因为持续发热，生日那天不得已去医

院输液，“没敢告诉家里，晚上买了个面包，就当是给自己过生日

了”。没想到第二天去班里上课，学生们一个个献上了哈达和生

日祝福，还表演了自己准备的节目，惊喜之余，他也感受到了家

的温暖。

每逢学生过集体生日，援藏教师都会被邀请出席，师生一起吃

着糌粑、喝着酥油茶，笑语盈盈、其乐融融。在“过林卡”、包饺子等

活动中，各民族师生一起聊家常、谈心事，共叙民族团结情谊。

一年多来，浙江第十批援藏干部教师始终坚持把浙藏各民族

“三交”工作作为重头戏，架起两地“连心桥”，大力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据统计，2023年，教育领域安排“三交”项目数6个、资

金324万余元，分别是上年的2倍和2.86倍。

台州援藏工作组创新工作方式，安排专项资金、专人负责、跟

踪服务，成功帮助16名那曲嘉黎籍毕业生到台州就业。嘉黎县委

书记何林说：“浙江对口支援工作结出了丰硕成果，缔结了深厚的

‘山海情谊’，嘉黎人民将永远铭记在心。”

在绍兴援藏工作组的努力下，柯桥区与比如县夏曲镇小学开

展教育帮扶志愿活动；越城区开展“微心愿”活动，捐赠价值15万

余元的生活学习用品；绍兴市红十字会向比如教育系统捐赠价值

86万元的童装；绍兴市中等专业学校向茶曲乡小学捐款30万元，

用于解决“喝水难”问题。

9月19日，在援藏教师徐杰的积极对接协调下，由16名义乌

市爱心公社公益协会成员组成的爱心团队不远万里来到拉萨，为

拉那一高学生捐赠爱心书包等物资，捐赠金额达55万元。

在那曲色尼区，在比如、嘉黎县，各校建起了民族团结主题文

化长廊，生动的画面、动人的事迹，展示了党和国家关于民族团结

工作的方针政策。

从东海之滨到羌塘草原，民族团结进步之花处处盛开。浙那

一家亲的故事，仍在持续上演。

雪域高原上的“攀登者”
——记浙江第十批援藏干部教师

□本报记者 李 平 舒玲玲

抢时间，工作“迭代升级”

浙江援藏教师朱继美在给拉那一高
学生辅导功课。 （学校供图）

国庆期间，浙江援藏教师戴海萍来到拉那一高，看望今年从嘉黎县中学
来这里就读的学生。 （学校供图）

那曲市色尼区杭嘉中学藏族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
（本报记者 邵焕荣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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