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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平

新学期，巴桑央吉可以到拉萨

中学读书了。她从没想过，自己能

走出偏远的羌塘草原来到圣城求

学，这是很多人的梦想。

那曲有着“世界屋脊的屋脊”

之称，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西

藏脱贫攻坚的三大“主战场”之

一。我省对口援助的色尼区、嘉黎

县更是处于高寒牧区，而比如县则

藏身于深山峡谷地带，属于区域性

贫困。自1994年对口援建以来，

我省通过持续的人、财、物投入，在

雪域高原创造了一个个教育发展

的奇迹，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

展。过去3年里，我省对口援建的

三地相继脱贫摘帽。

“教育援藏是援藏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中央和省委交给浙江

教育人的政治任务。”省教育厅党

委书记、厅长陈根芳指出，必须始

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扛起对

口支援西藏这一责无旁贷的政治

责任和历史使命。

让牧民孩子有学上
9月的那曲，天高云淡。在蓝

天白云的衬托下，占地4万余平方

米、藏式建筑风格的杭嘉中学格外

醒目。为应对恶劣的环境，学校还

建起了1000多平方米的阳光棚，

让学生能在舒适的环境下嬉戏玩

耍。据介绍，这是我省“十三五”规

划中援藏投资最大的单体项目，一

期工程投资达9000万元。

3年前，杭嘉中学正式开班。

学校可容纳1800名学生就读，巴

桑央吉等一大批孩子因此圆了读

书梦。此前，整个色尼区只有1所

初中，远远满足不了上学需求。“牧

民孩子的上学路特别不容易，如果

没有这所学校，他们就会变成入学

困难群体。”校长加央罗布说，这些

学生家庭普遍贫困，孩子能把书读

好，影响的不仅是一个人，而是一

个家庭、一个村子。

在对口支援那曲的过程中，我

省着力加强教育重点领域和薄弱

环节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当地改

善办学条件，满足学校办学需求。

据统计，5年来我省共投入教育援

藏项目资金3.31亿元，占援藏资金

总额的17.2%。光是省第八批援

藏干部，就为那曲教育系统争取了

计划外援藏资金和物资合计3000

多万元。

另外，杭州嘉兴援藏工作组实

施了“十个一”工程，包括让每一位

教师得到培训、让每一位贫困学生

得到资助等；在比如县，宁波绍兴

工作组则援建了120余个“思源图

书角”；而台州工作组捐赠了电脑，

帮当地学校建起了多功能电子阅

览室……

通过这些年的努力，那曲办学

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此基

础上，嘉黎县和色尼区还成功创建

为 国 家 义 务 教 育 均 衡 发 展 县

（区）。“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

本之策，而教育扶贫意义更为深

远。”色尼区教体局副局长张荣婓

说，教育才是斩断贫困代际转移、

实现脱贫的关键之策。

家门口有了示范校
课间操时间到了，拉萨那曲高

级中学的学生们井然有序地走出

教室，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由于

那曲气候条件恶劣，交通不便，为

了给当地学生提供更好的高中教

育，浙江省援助那曲，在拉萨创办

了那曲高中，是那曲首所异地办学

的高中。该校38个班的2000多

名学生，大多来自那曲、阿里等高

海拔地区。

现代化的办学条件有了，但优

质师资缺乏的问题日益凸显。从

2016年8月开始，按中央组团式教

育援藏要求，我省先后派出151名

援藏干部和教师，“组团式”帮扶那

曲高中。2017年，该校就在自治

区内率先实现了高中阶段学校的

两个100%，即中学数理化生课程

计划完成率达100%，中学理化生

实验课程开出率达100%。

随后，那曲高中还组建了首届

“浙江实验班”。“这里条件很好，老

师们都很用心。”学生石秀达措说，

来自浙江的老师不仅教他们知识，

生活上也待他们像亲人一样。这

学期，浙江援藏教师还和她结成了

帮扶对子，不仅每月资助她生活

费，还在学习上、生活上给予无微

不至的关怀。

为帮助学校留下一支带不走的

队伍，我省还启动了浙那“青蓝工

程”，援藏教师和当地教师相互结

对。与此同时，援藏工作组利用“互

联网+”技术打造跨区域的教育教

学体系，推广“同步课堂”建设。组

团形成的合力，让那曲高中的教育

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去年10月，该

校还入选了自治区示范高中。

浙江求学回援家乡
开学了，高三学生扎西桑珠带

着厚厚的行囊，又回到了湖州市菱

湖中学。扎西桑珠的家在西藏自

治区山南市，那里平均海拔3700

米，一些偏远山区吃水、用电都很

不方便。考入西藏班到内地求学，

在很多家乡人看来，

这意味着人生命运的

改变。而浙江湖州也

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为改变西藏教育

相对落后和缺乏人才

的状况，中央决定自1985年起，每

年由西藏教育部门选拔优秀学生到

内地学习。我省是全国最早承担这

一办学任务的省份之一，目前共有

1所初中、1所高中、2所中职学校承

担着内地西藏班的教学任务。

菱湖中学就是其中之一。从

2002年起，该校一直招收内地西

藏插班生，迄今已为西藏培养了

1096名优秀高中毕业生。其中，

78.4%的毕业生被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复旦大学等“双一流”大学录

取。而创建于1985年的绍兴西藏

民族中学，30多年来也为西藏培养

了4000多名优秀的初中毕业生。

截至今年，宁波市鄞州职业高

级中学内职西藏班办班已走过了

10个年头。10年间，该校不仅培养

出两位西藏地区的全国技能大赛冠

军，还有学生在西藏内职生汽修专

业高职考试中拿到了第一名。去

年，西藏自治区教育厅内学办主任

次旦玉珍高度评价了该校西藏班的

办学经验和教育成果，认为其“走在

了全国的前列，管理模式和创新精

神应该尽快在全国推广”。

2014年，洛桑达娃回到了阔

别7年的家乡，但梦里时常会闪回

自己在湖州求学的场景。从复旦

大学毕业后，洛桑达娃凭借自己的

努力，如愿成为青藏铁路公司拉萨

站的一名工程师。从此，这条最美

的“天路”上又多了一位默默无闻

的守护者。和他一样，许多在浙江

求过学的毕业生纷纷回到西藏，为

当地脱贫攻坚、祖国西部建设贡献

着自己的一份光和热。

让教育阳光普照雪域高原
我省教育援藏结出丰硕果实

脱贫攻坚看教育力量脱贫攻坚看教育力量

本报讯（记者 武怡晗 通讯员
郑俊朋）在河南省延津县的盐碱地

里，一只重400多克的青蟹正在拼

命地挥舞着蟹螯……养殖户杨明

涛则在旁边乐开了花，这是目前他

捕捞上来的“青蟹王”。

在一年一度的中国农民丰收

节到来之际，宁波大学盐碱地青蟹

养殖科研项目也迎来了验收。去

年此时，该科研项目顺利通过了

“能不能养活”的评审，今年则迎来

了一场更重要的考验——“能不能

养好”。

“你看这只青蟹已经有半斤多

了。3个月的时间长这么大，即使

在沿海地区，也不过就是这样的生

长速度。”厦门大学教授、中国动物

学会甲壳动物学分会常务理事王

桂忠随手抓起一只青蟹仔细观

察。他认为，盐碱地青蟹养殖技术

已经摸索得非常到位了。

养青蟹的地方很多，为什么这

批青蟹特别引人关注？原来，它们

的“老家”不在黄河边的盐碱地里，

而在浙江宁波的东海之滨。一个

偶然的机会，让宁大海洋学院党员

技术服务队关注到这个问题。

2018年，服务队队员开始在盐碱地

上试养青蟹，并逐一攻克诸多科研

难题，终于让属于海水蟹的东海青

蟹在内陆首次“安家”。

验收现场，一块2亩大小的水

塘共捞出青蟹120多只。最小的重

150克，最大的则接近450克，是名

副其实的大丰收。“自家的盐碱地以

前只能种玉米和花生，收入很有

限。”杨明涛说，在服务队的帮助下，

如今盐碱地里搞起了混养模式，鱼、

虾、蟹“三箭齐发”，亩均收入从原来

千元左右提升至万元以上。

据介绍，目前国内青蟹养殖主

要分布在东南沿海，由于存活率普

遍低于10%等原因，年养殖量仅为

16万吨，无法满足市场供应，仍需

从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大量进口。

内陆盐碱地养殖青蟹的成功，不但

为丰富市场供应提供了可能，更让

令人发愁的盐碱地变为促进“三

农”发展的致富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丰收节到来

前强调，要在全社会形成关注农

业、关心农村、关爱农民的浓厚氛

围。”宁大海洋学院院长、服务队带

头人王春琳说，他们会坚持把科学

研究做到田间地头，也希望科研成

果能够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好。

东海青蟹 内陆“安家”

宁大助力盐碱地变致富田

新学期，浙大城市学院2020级新生一
入住寝室，就收到了一份惊喜。刚毕业的学
长学姐们为他们精心准备了视频留言、手账
本、健身用品等，希望他们能把学校、宿舍的
优秀传统传承下去。慕贤2-523寝室的新
生收到是一座“城市星光”奖杯，获得这座奖
杯，意味着要集齐“免检寝室”“学习型寝室”
“文明寝室”“样板房”等荣誉称号。图为新
生们在查看奖杯。

（本报通讯员 李冠琳 林建兴 摄）

留一座奖杯给你们留一座奖杯给你们

我省确定高职扩招8465人
本报讯 9月23日，省教育厅发布2020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

通知，今年确定部分高校和合适专业计划扩招名额8465个。

此次高职扩招的对象包括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高

素质农民、企业员工和基层农技人员等社会生源。同时，非本省户

籍在浙务工人员也可参加此次扩招报名。需要注意的是，已被高校

录取的考生，不再参加本次报考。扩招的学生可不安排住校，以走

读形式为主。

高职扩招网上报名时间为9月29日至10月12日。符合条件

的考生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www.zjzs.net）报名系统进行报

名。志愿填报与网上报名同步进行，考生可填报2个学校志愿和服

从学校调剂志愿，每个学校可填报1个专业志愿和服从专业调剂志

愿。专项扩招由招生学校自主组织考试，择优录取，10月底前应完

成考试或测试工作。

据介绍，高职扩招是为了贯彻落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相

关要求。按照报告要求，今明两年全国职业技能培训要3500万人

次以上，高职院校扩招200万人。 （本报记者）

安吉：新学期教师先考“清廉”
本报讯（通讯员 欧阳爱琼 李世超）日前，安吉县4000多名

教师参加了一场特殊的考试——《清廉教育读本》知识闭卷考试。

“这既是对教师们学习情况的检测，也是对筑牢清廉思想防线

的强化。”安吉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今年以来，安吉县教育

系统深入推进清廉学校建设，《清廉教育读本》就是为了强化师德

教育而编写的。该读本共4册，包括理论学习、品德修养、纪律约

束、学法守法、警示案例、先进事例、单位强化等7个篇章。

为了让清廉之风扎根校园，安吉县教育局将其细化到了日常

教育中：将每年1月定为清廉教育学习月，在每年毕业季开展“弘扬

师德树新风，拒绝谢师宴”活动，每年8月则组织新入职教师接受岗

前培训、作出廉洁承诺，同时还定期组织清廉教育专题讲座等，实

现清廉教育常态化。

浦江少先队员接力传递火炬
本报讯（通讯员 王 皎 傅丽华）近日，浦江县“星星火炬代

代相传，红领巾永远跟党走”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黄宅镇上市村黄

长波故居举行。

上市村是浦江第一个县级党的领导机构、抗战时期第一个基层

党支部旧址。来自全县各中小学的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少先队员代

表共计300余人参加了“红领巾永远跟党走”主题活动。在未来一段

时间内，承载着该县3.3万余名少先队员希望的火炬将在40余所中

小学中接力传递，最终进入浦江县第九次少代会开幕式现场。

据悉，举办此次活动是为了推进浦江“真善美”种子工程的落

地落实，进一步引导广大少先队员从小听党话、跟党走，争做品德

优良的新时代好少年。

日前，在仙居县第一小学课堂上，教师为学生们讲述粮食
的来源和生产过程，将珍惜粮食的理念融入日常课堂。图为
上课场景。 （本报通讯员 王华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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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德成立“学子工作站”
本报讯（通讯员 邵慧婷 应 陶）日前，“建德学子工作站”正

式成立。建德市委书记童定干寄语广大该市学子：“不管你们现在

或者未来身在何处，请连上建德WiFi，时刻共享位置、互通情感，建

德永远为你们打call！”

据了解，工作站将依托建德市各产业平台基础，对接协调各项

青年人才政策的实施落地、组织多样化的青年活动，做好招才引才

的宣传引导等工作。后续，工作站还将积极筹划建设北京、上海、

南京和海外分站。

成立现场，作为建德籍优秀人才代表、2018年度“科学中国人”

杰出青年科学家奖获得者、清华大学教授徐建鸿分享了经验，让到

场的高中毕业生学子们对大学之路愈加明晰，也对即将开启的大

学旅程充满了期待和动力。而浙江新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

建德籍博士应思斌作为回乡创业发展的青年代表，则鼓励学子们

学成后“家燕归巢”，在建德这片热土上一起奋斗。

为鼓励、引导建德籍优秀青年学子返乡创业就业，年初建德还特

别打造了一支“家乡推广大使”团队，通过青年人才的影响力，让更多

的在外游子重新认识建德、了解建德，回到家乡创业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