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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抒雯

2018年寒假，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

学校教师宋晓兰第一次踏进自己带的云

南班上的一名学生家里。“四处透风，我

都不敢相信这是他的家。”想象和现实之

间的巨大落差让宋晓兰说不出一句话，

眼泪却早已落满了双颊。

从浙江德清到云南景颇，从莫干山

麓到彩云之南，3000多千米的距离，需

要经过长途飞行、辗转山路和泥泞跋

涉，花费十几个小时才能抵达。这是她

走过的最远的家访路，而在这几年里，

这条家访路，她和云南班的其他教师走

了不下5次。

2016年，德清县职业中专承担东西

协作教育扶贫工作，对接云南德宏傣族

景颇族自治州；2017年，学校迎来了第

一批云南学生。一转眼，5年过去了，云

南班即将收官。

在这段时光印记里，不仅有云南学

生们的欢笑和泪水、坚持和成长，也有一

群教师不计回报的付出、无微不至的关

心，他们的故事值得被记录。

宋晓兰：留住每一个学生
2017年，宋晓兰接到担任第一届云

南班班主任的任务。尽管有着18年的

班主任工作经验，但宋晓兰心里还是有

点发怵：“怕做不好，更怕担不起学校交

给我的重任。”

宋晓兰第一时间就和云南当地的教

师联系，了解学生情况。即将到校的学

生年龄差距大——最大的24岁，最小的

只有14岁；社会背景复杂——有些学生

已经工作了，有的在理发店，有的在工地

上搬砖。对学生有了大致的画像后，宋

晓兰提前布置好了寝室和教室，她想“让

学生们感到亲切一点”。

都说“第一眼效应”最重要，宋晓兰至

今都还记得第一次看见这群学生时，他们

“眼里写满了不安”，因为远离家乡又对未

来感到迷茫。宋晓兰知道，想要靠近这群

学生的心，她要做的事还有很多。

12月的德清寒冷刺骨，学生们衣衫

单薄，有的甚至脚踩凉拖鞋。接到学生

的第二天，她就从自家衣柜里整理出了

一些保暖的衣物，还动员全校教师和社

会力量为云南班学生捐赠冬衣。

听说一些学校发生学生“逃走”的事

情，当班主任的那几年，逢年过节，宋晓兰

会从家里烧点家乡菜带到学校和学生一起

过节；周末，她会带着学生去周边逛逛。她

的想法只有一个，一定要把他们留下来。

每一个学生的背后都藏着说不尽的难

处，宋晓兰将这一切默默地记在了心里。

小陈因为没有理财意识，打工赚来的

钱早就被挥霍一空。没钱了，他就向身边

的同学借钱，是班里的“欠债大王”。到了

无处可借的地步，他就只能饿肚子。宋晓

兰知道后，主动拿出自己的饭卡，但是和

小陈约法三章：需要他勤工俭学来还债。

她还给学生们发了记录开销的账本，有时

还会检查学生的快递，看看他们有没有乱

花钱。就这样，宋晓兰一点点地向学生们

渗透理财意识和勤俭节约的理念。

四处透风的墙面，垒在地上的灶台，

黑黢黢的房间……2018年的那次家访

让宋晓兰更深刻地理解了教育扶贫的意

义。从那一刻起，她给自己立下了“军令

状”：“我一定要留住每个学生，不能让他

们半途辍学，要通过东西协作教育扶贫

这个平台和国家的好政策，让他们把自

己的命运攥在自己手里。”

宋晓兰做到了，她带的第一届云南

班，有85%的学生愿意毕业后继续留在

德清就业，她和云南学生的师生情缘仍

在继续……

潘仿根：教育好每一个学生
学生张加洪永远不会忘记那天下午

被潘仿根送去医院的情景。他趴在潘仿

根的肩头，一丝亲切又陌生的味道传来，

那是“父亲”的味道。

也许是因为水土不服，张加洪在新

生军训时发起了高烧。挂号、问诊、验

血、住院、打针……潘仿根全程陪伴，“感

觉就像家人在身边”。也因为这次生病，

张加洪的心理防线慢慢被卸下，开始融

入他在德清县职业中专的“新家”。

父爱无声但深沉。作为云南班里为

数不多的男教师，潘仿根会不自觉地将

自己的角色定位在“父亲”上。对这些学

生来说，有时候，潘仿根不经意的点拨会

成为他们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

一次，学校组织学生爬莫干山。几

乎所有学生都精疲力尽了，潘仿根观察

到一个叫肖永亮的学生一点儿也不觉得

累，就开了句玩笑：“你身体素质这么好，

可以考军校。”没想到，从此，“考军校”就

成了肖永亮努力的方向。

“这些学生非常懂事，工作踏实、求上

进，用人单位对他们的评价都很好……”

介绍起云南班的学生，这位“老父亲”脸

上的自豪总是抑制不住地往外溢。

潘仿根也有严厉的时候。云南班的

一些男生有抽烟的习惯，和女教师温柔

细腻的“感情路数”不同，潘仿根觉得在

原则问题上除了要有态度还得讲究方

法：“先观察，了解情况后再决定怎么

办。特别是言语上不能过激，不能触及

他们的痛处。要他们马上戒烟不太可

行，要给他们时间来改掉坏习惯。”

在一次家访中，一名学生父亲的形

象至今让他记忆犹新。“当时天很冷，这

个爸爸的衣服很单薄，冻得瑟瑟发抖，但

为了了解孩子的情况，他还是从很远的

地方赶来了。”潘仿根回忆道，“他们全家

的收入来源就只是几十亩甘蔗地。这个

学生之前总是乱花钱，新买的手机说丢

就丢，后来我和他聊过，慢慢地，他变得

懂事了，也不乱花钱了。”

“教育好一个学生能改变一个家庭”，

这是潘仿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丁晶星：愿意为他人打伞
丁晶星，90后，学生口中的“丁姐”

“美女姐姐”。然而，在刚刚接手2018级

云南班时，她可是学生眼中的“女魔头”。

由于急着想在班里树立威信，丁晶

星在带班初期近乎“专制”：“我和他们在

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有距离感，有些学生

在寝室里想家想得哭鼻子都不愿意和我

说。”反思之后，丁晶星决定“脱胎换骨”：

“我和他们的年纪本就相差不大，为什么

不试着做他们的姐姐呢？”

淋过雨的人，更愿意为他人打伞。

丁晶星敞开心扉，和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

故事。她自己也是来自贫困山区的，初中

时遇到了一位来支教的教师，这让她开始

憧憬：“我是不是也可以当教师，去关心更

多的学生？”大学期间在广西支教的经历，

让她更加坚定“教师的力量可以改变学

生，甚至可以改变学生的家庭”。

慢慢地，师生之间的冰山开始融

化。在校园里，学生们从原先躲着她、绕

道走，变成大老远见到就喊“丁姐”；毕业

晚会上，学生们的一句“丁姐，这3年你

都苍老了”，让坚强的她瞬间眼泪“决

堤”。“很多时候不是我改变了他们，而是

他们改变了我，这是一个相互学习、相互

成长的过程。没有云南班的学生，没有

这段经历，或许我现在还不能体会到当

教师的幸福。”丁晶星说。

“你想成为怎样的人？你想过怎样的

生活？为了成为这样的人、过这样的生活，

你愿意付出怎样的努力？”这3句话，丁晶星

经常问学生。她喜欢研究学生，根据他们

的性格和特长“对症下药”。喜欢长跑的学

生最后成了一名消防员，擅长表达的学生

干起了服装销售，有的学生成为甜品师，还

有的学生回到家乡从事农林工作……在丁

晶星看来，每个学生的人生都不设限。“我

觉得成绩更多时候是鼓励出来的，多一些

来自教师、同学甚至是社会的认可，他们

的进步和成长就会更快一些。”

从2017年到2022年，从德清县职

业中专一共走出了223名云南学生。如

今，他们已经投身到社会的各行各业之

中。5年的光阴，凝结了每一位带班教

师的心血，在付出爱的同时，他们也收获

了爱。这份爱曾经翻山越岭，跨越3000

多千米；这份爱曾经相互试探，最后融进

了1800多个日日夜夜的朝夕相处里。

你的青春里书写着我的岁月，这是

一群云南班教师的故事。

□本报通讯员 乌雯雯

校园里的两个邮箱
宁波市奉化区裘村中学现有学生近

400人，九成以上都是寄宿生。“学生们在

学校生活得好吗？最近有什么变化？成

长中遇到了什么问题？……这些都是我

们关心的。”校长林旭波说。

于是，为了更好地聆听学生心声，校

园内安装了一蓝一绿两个邮箱。蓝的叫

“山的回响”，收集学生的成长故事、给学

校的建议等，每周开箱一次；绿的叫“海的

包容”，收集学生的心情故事、成长困惑

等，每周开箱两次。从去年秋天设立至

今，两个邮箱已收信128封，成为学生们

的“知心信箱”。

“山的回响”由政教处教师王国平负

责。“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我在学校

近期举行的诗歌创作比赛中获得了一等

奖。”“我周末陪父亲上山打梅子，体会到

了父母劳动的辛苦。”……这些学生来信

中的成长故事，有不少已经在周一的国旗

下讲话中分享给了全校师生。

“从‘山的回响’可以看到学生们心里

的光。一顿可口的早餐、一句简单的表

扬、一段轻松的课间时光等细微的事，都

被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写在信中。”

王国平说，“拥有这么一群纯朴、积极、开

朗的学生，我感到很骄傲。也感谢他们的

信任，让我们能够共同搭建起这个分享喜

悦的平台。”

“海的包容”被安装在学校的学海路

水杉树下，背靠花坛，比较隐蔽，由心理教

师茹静负责。学生可以匿名写信，还可以

跟茹静约定放置回信的位置。此外，网上

邮箱、咨询热线的信息，茹静也都会及时

回复。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初一一名学生

的‘求助信’，她在信中倾吐了近两个月

以来和好朋友渐渐疏远的烦恼，两人在

学业上的‘竞争’使得她们间的交流仅剩

成绩，她渴望和好朋友恢复原来亲密无

间的关系。”茹静在给她的回信中引导她

从情绪、认知、行为上“三管”齐下，陪着

她重新梳理人际关系，帮她找回那个自

信乐观的自己。

每个学生都有“托管家长”
为了践行“全员育人”的理念，去年9

月开始，学校还给每个学生配备了一名校

内“托管家长”，由班里的任课教师担任，

每名教师负责约10名学生的照管工作。

美术教师庄亚君就是一名“托管家

长”，她负责照管班上的9名学生，被他们

亲切地称为“庄妈”。“平时我也住在学校，

早上6点起，有时会去寝室转一转，有时

会去食堂看一看；7点不到，进班里和学

生谈心；中午，我也会去班里看看学生，催

催他们的作业；下午课间活动，会带着他

们适当进行一些体育锻炼；睡前，我还会

再去寝室看一看他们。”庄亚君介绍了她

当“托管家长”的一日行程。

学生上课听得怎么样、作业多不多、

吃得好不好、睡得够不够……这些是“托

管家长”每天都在关注着的。此外，他们

还会定期入户走访，和家长面对面交流，

在自己全面了解学生的同时，也让家长

全面了解孩子，家校共同面对学生的成

长变化，携手做学生成长路上的陪伴者、

引路人。

“全员育人就是全员都要行动起来，

‘托管家长’是我们的一个探索。教师们

都很认真负责，不仅关注托管到自己手里

的学生，对其他学生也坚持‘首见负责制’，

总是第一时间处理学生的事情。”林旭波

表示。

你的青春，我的岁月
——德清县职业中专云南班教师的那些故事

6月29日，来自衢州市柯城区沟溪乡中
心小学、白云学校小学部等6所小学的学生，
走进邮储银行衢州市分行，开展“小小银行家”
活动，学习了辨识真假人民币、如何用压岁钱
理财等金融知识，培育“财商”。图为银行工作
人员为学生讲解如何辨识真假人民币。

（本报通讯员 胡江丰 摄）

遂昌县民族中学党员教师
认领56名学生微心愿

本报讯（通讯员 钟滢星）“谢谢老师们的

关心！”6月27日，遂昌县民族中学开展“喜迎

二十大，圆梦微心愿”活动，56名学生实现了他

们的微心愿。

6月21日，学校党总支发起了本次实现困

难学生微心愿的活动。活动分征集、整理、认

领、圆梦4个阶段。在微心愿列表中，有的学

生想要图书、文具等学习用品，有的想要手表、

运动鞋、保温杯等生活用品。学校全体在职56

名党员教师积极参与，化身圆梦人，各自认领

一个微心愿。

“我家在偏僻的村子，家里条件也不是很

好，平时我都用编织袋装衣物，不怎么方便，一

直想要个旅行箱。”701班的周同学说道，“今

天竟然收到了梦寐以求的旅行箱，感谢老师们

的关心和照顾，我会继续努力学习，不辜负他

们的期望。”

学校党总支书记季建隆表示，民族中学党

总支每学期都开展微心愿认领活动，希望能让

更多学生特别是困难学生的心愿得以实现，使

他们感受到学校的关爱，同时引导党员教师把

“岗位作贡献”与“服务在身边”紧密结合，在实

现一个个微心愿的过程中，争做合格党员、树

立先锋形象。

天台三合小学：认领劳动
清单，争做“小劳模”

本报讯（记者 杨 倩 通讯员 杨亚红）
近日，天台县三合镇中心小学各班级的钉钉群

格外热闹。每天都有学生在群内展示自己的

劳动成果：有自制的香囊、防蚊花露水，还有香

喷喷的蛋炒饭、西红柿炒蛋……教室里，也有

不少学生分享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原来，为了顺应《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

（2022年版）》的要求，6月初，三合小学在校长

周兆金的带领下，以“小劳模”为主题，根据不

同年龄段学生的实际情况，结合当地劳动资

源，设计并发布了劳动清单。该清单按照劳动

区域分家庭劳动、学校劳动和社会服务三方

面。从较为简单的收纳整理，到相对复杂的烹

饪、木工；从养殖动物、种植农作物，到家用电

器的使用与维修，10个任务群充分显示了学

段衔接的紧密性及劳动内容的螺旋上升。

据了解，目前劳动清单主要通过钉钉群发

布，家长可替孩子报名参加并在群内反馈劳动

成果。为了方便学生及家长选择劳动项目，学

校正在开发“小劳模”选课小程序；同时，为了

更好地激发学生劳动的积极性，劳动积分商城

也在建设中，未来，学生可通过劳动获得相应

积分，并在积分商城兑换奖品。

心语邮箱、“托管家长”——

宁波市奉化区裘村中学用心守护学生成长路

暑假来临，东阳市第二实验小学邀请东阳市红十字
救援队成员，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对两个校区的全体
师生开展了防溺水安全教育，提高师生防溺水安全意
识。图为学生代表在救援队成员指导下，学习如何科学
地拉溺水者上岸。 （本报通讯员 叶彩霞 摄）

牢筑防溺水屏障 杭州市海创小学：
在游园中完成期末测评

本报讯（记者 姜 辉 通讯员 何 君
章薇薇）日前，杭州市余杭区未来科技城海创

小学一、二年级举办了以“识海创·乐海创·爱

海创”为主题的期末测试综合实践活动。学校

在校内各个场馆设置了“海创超市”“图说海

创”“数说海创”“运动海创”等对应不同学科的

游园项目，从“认识”“乐享”“热爱”3个角度对

学生进行期末测评。

“老师，我要买胡萝卜和这个玩具，一共9

元5角，我给您10元，请找我5角。”在“海创超

市”记者看到，学生在拿着不同面额的购物金

挑选商品后，找“收银员”结算，扮演“收银员”

的教师则会在结算后根据学生的购物表现给

予星级评价。

这样的期末测评是学校改变学生的学习

方式、作业方式、测评方式等的一个缩影。校

长章献明表示：“学校没有单纯追求以分数为

目标的‘教学质量’，而是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培养，希望学生在快乐的学习中实现多维度成

长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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