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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学是林学的基础学科，我硕士、博士阶段攻

读的专业都是植物学。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我一直

在浙江农林大学从事植物学教学研究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山核桃嫁接成活这

个技术难关一直攻克不了，直接影响着山核桃良种

培育。我想，是不是可以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来解决

山核桃嫁接难题？这个想法一成形，我就开始着手

查资料、写方案、选基地。在当时没有项目经费的条

件下，我还是想去做这件事，到基地一蹲就是数月，

一坚持就是3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最终攻克了

山核桃嫁接难关，为山核桃良种选育提供了技术支

撑，也为山核桃走出天目山区，到河南、安徽、贵州、

云南等地种植提供了基础。

就这样，我一头扎入了山核桃产业。我利用学

校科研的优势在山核桃产区开展了大规模选优和良

种选育，以及高产高效培育技术研发与推广工作。

针对山核桃产量大小年，我优化了山核桃施肥技术，

明晰了影响山核桃产量的重大病害花蕾蛆的发生规

律，研发了相应的防治技术，将山核桃平均亩产从不

足15公斤提高到37公斤。

在服务社会的过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桐庐县

百江镇翰板村，当时这个村2000多亩山核桃的年收

入不到10万元。2005年春，我实地考察走访了这

个村，发现这里的山核桃花受花蕾蛆危害非常严

重。回校后，我专门为村民准备了农药，并派人送去

让村民防治，但村民不信。为了说服村民喷药防治，

我一个月内跑了9趟，村民仍旧无动于衷，后来由镇

里统一防治，才救回部分产量。次年，全村收入近

60万元，再后来，一年里提高到160万元。这件事

被报道后，我也被一些人称为“山里人的财神爷”。

2007年，省里组织评选新农村建设带头人，我

获得了“金牛奖”。这一荣誉对我影响极大。评选

过程中，有记者随行采访了当地农民，他们真心实

意的感激着实让我感动。我持之以恒地为山核桃

产业服务，只要农民一个电话，就义无反顾地跑去

服务。后来，为更好地服务，我还组建了团队，通过

“师傅带徒弟”培养了一批农民技术员，也搭建起山

核桃产业网。

在国家的号召下，山核桃产业发展越来越快。我

带着团队去到大别山，推动了大别山山核桃产业的发

展；2012年又走进黔东南，加入了扶贫行列……

党的二十大即将胜利召开，在全省奋力推进“两

个先行”之际，作为党员教师的我，将继续秉承初心，

让党旗飘扬在科技服务中，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014年3月，我入疆后

担任兵团第一师阿拉尔职业

技术学校副校长。同一年，

浙江省全面启动了职教支持

新疆阿克苏三年计划。而就

在这一年11月召开的全国

新疆教育工作推进落实会

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鲁昕

对浙江教育援疆工作给予了

高度评价。

浙江全额投资1.4亿元

援建的兵团一师阿拉尔职业

技术学校在2014年 8月交

付使用。摆在我面前的难题

是怎么配合好新一轮职业教

育援建项目推进，做好职校

教育教学内涵提升。在浙江

省援疆指挥部的指导下，我

们走访了浙江、阿克苏两地

的职教专家后，制定了兵团

一师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对

接省教育厅派出的职教专家

组，在阿克苏地区举办了职教

管理干部培训班；选派21名

职教援疆教师，开展职教工

作，就地帮助培训职教教师。

在省教育厅和省援疆指

挥部的带领下，我们组建了

浙江—阿克苏职业院校发展

联盟，利用浙江职教发展优

势，全面支持阿克苏职业院

校内涵发展。根据当地实

际，我们将纺织与服装、电子商务和汽车维

修作为重点发展专业，并配备了现代化的

实训室。2015年，兵团一师职校和洁丽雅

公司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订单式”培养

纺织服装实用性人才。

经过3年努力，在2016年5月举行的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兵团一师职校15名学生参赛，最终有10人

次获奖，4人入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在之后的国家级技能大赛中，我带领学生

不仅在国赛成绩上实现零的突破，而且取

得全国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的优异成

绩，在新疆位列第一。

援疆短短3年，在浙江省援疆指挥部

和浙江教育系统的帮助下，以兵团一师职

校为缩影的阿克苏地区和兵团一师职业教

育已焕发勃勃生机。

援疆工作虽已结束，但这段边疆岁月

深深地烙在我的心里，成为不可磨灭的印

记。比如，组织杭州师生主动献爱心，为贫

困学校组建图书室，为减少果农损失开展

“爱心香梨”活动，都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

支援”的援助精神。

看到当地爱心图书室建设起来，学生

在图书室投入学习，我为之感动；看着新落

成的美丽校园里学生欢快的身影，我为之

喜悦；陪伴着学生经历了一次次磨炼后，他

们终于在省赛、国赛上取得好成绩，满满的

获得感油然而生。在祖国大家庭的怀抱

里，我们每个人发挥着各自的能力，聚沙成

堆，改变着、建设着。眼看着塔克拉玛干大

沙漠边上的一个小城，慢慢成长为绿洲覆

盖、大楼林立、生机勃勃的美丽新城，我由

衷地感到喜悦。

杭州市富阳区富春第七小学在办学之初就

十分重视培养学生的行为习惯。然而，小学生不

珍惜劳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现象仍很

严重。家庭教育对孩子过度“富养”，导致劳动教

育缺失。学生脚踩大地，却无法亲近自然、亲近

土地。

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感

到对下一代加强劳动教育刻不容缓。于是在

2009年，我提出了“新劳动教育”理念，赋予劳动

新的教育意义。它不是单兵作战，而是把学校的

课程、文化、活动整合在一起，以劳辅德，以劳增

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养心，与德智体美

相容共生、互相促进。

经过多方奔走、反复沟通，开学不到半年，从附

近村里租来的十几亩土地就变成学生们的“开心农

场”。一年级种蚕豆，二年级种土豆，三年级种桑养

蚕，四年级种油菜，五年级种向日葵，六年级学养

殖，劳动贯穿富春七小每个学生的6年时光。

我深信劳动出真知，劳动长本领。劳动既是

人的天性，也是人成长的载体，还是人健康的基

础。我和教师们一起开垦荒地、建设农场、创编

课程，带头上“油菜花开金灿灿”课程。

为了让劳动教育落细落实，我们编制了“劳

动清单”，根据学生发展现状和年龄特点，分别列

出小学生6年需完成的100多项劳动内容。我们

的劳动课程经历了3次升级，在10个省级课题引

领下，开发了丰富的劳动教育课程资源。

我始终认为劳动教育需要社会各界的支

持。农村、企业的广阔天地是学生的课堂，农民

和工人同样是学生的老师。

为了唤醒社会对劳动教育的重视，在区委

区政府的支持下，我把劳动教育从学校带到社

会上，带到田野中，让学生向着阳光，迎着风

雨，自由生长，在大自然中开阔学生的视野和

胸怀。

2019年以来，我们推出了“新劳动教育”实践

体验活动，每年4.4万名中小学生走出校园，奔向

乡村和企业，拿起锄头、针线和扳手，向农民、民

间工匠艺人和车间技术员学习劳动、接受锻炼、

磨炼意志。通过这项活动，累计有20多万名学

生在劳动基地参加劳动，获得成长。

我们还尝试将美丽乡村建设融入劳动教育，

从劳动综合育人的角度，开发具有乡村特色、体

现传统工匠精神的劳动实践活动。2020—2021

学年，“新劳动教育”乡村实践体验基地共接待学

生21万余人，带动经济收入共计5700余万元。

“新劳动教育”注重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

动价值观，把个人成长与人民需要、民族振兴、时

代使命紧密联系在一起，让学生们志存高远、向

阳成长，在劳动中真正把“小我”融入“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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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年，总有一些成长值得铭记。2018年，

得益于国家在中小学设置正高级教师职称的优

惠政策，我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小学语文正高级教

师。2021年，我有幸被评为浙江省“万人计划”

教学名师，从此明白：学习研究应该是每一个教

育工作者最根本的精神特质。2022年，我被评

为浙江省特级教师，更加坚信：在迈向专业化的

道路上，既有泪水和汗水，更有收获与憧憬。这

些看似寻常的时间节点，勾勒出我近10年教育

生涯中重要的成长历程。我们每一名教师在教

育生命的成长中，都需要不断寻求突破点，融入

时代发展的洪流，把“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

教师”当作毕生追求。

这10年，总有一些时光值得回味。从2011

年开始，我以“互文阅读教学”为突破口开展研

究，努力寻求自己对语文教学的独特理解。互文

阅读的研究历时10多年，从西方互文理念的借

鉴到中西方互文理念的融合，从基于教材的互文

研究到超越教材的互文研究，从撰写的文章在中

文核心期刊上发表，到执笔的课题在各级评比中

获奖……专著《小学语文互文阅读》记录了我10

多年孜孜不倦的探索历程。2018年举办的祝响

响互文阅读成果推介会，全面展示了我的互文阅

读教学思想。因此，我辗转各地做成果推广100

余次。这10年的执着研究，让我拥有了一种对

语文教育的古典情怀、一种超然物外的精神气

质、一颗宠辱不惊的平常心和一份淡泊平静的幸

福感。我把它看作一种独有的语文生活——沉

静而踏实。

这10年，总有一些情怀值得追寻。党的十

八大以后，党中央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列入

重要工作日程。我也一直行走在促进城乡教育

均衡这条充满鲜花和荆棘的道路上。从城区到

山区，我和浦江县实验小学檀溪校区的青年教师

一起拼搏不止，见证了我们自己和学校的破茧成

蝶；从东部到西部，我驻扎在2000多公里以外的

深度贫困县，进行浸润式帮扶，手把手地引领当

地教师转变教育观念，为东西部教育共富按下

“快进键”；从支教到扎根，我成立了浦江县第一

个乡村名师工作室，打造可以心手相传的火炬，

让更多的乡村教师拥有先进的教育理念。我始

终有一个朴素的愿望：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为共

同的教育梦站好乡村讲台，努力点亮万千乡村学

生的人生梦想。

专业提升 祝响响：心之所向 素履以往

走下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赛场的时候，我

还沉浸在夺冠的巨大喜悦中，并没意识到，从那

一刻开始，我的人生拐了个漂亮的弯，走上了截

然不同的道路。那是2019年，距离我到杭州不

过6年时间。

我出生于江西省鄱阳县双港镇一个普通的

农村家庭。2013年夏天，初中毕业的我，因为没

有考上心仪的高中，在家人安排下来到杭州求

学，入读运河技工学校（杭州市拱墅区职业高级

中学）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

刚接触这个专业时，我并没有抱多大期

望，也没想过能在这个领域做出多大成绩。直

到专业课教师推荐我参加技能竞赛的校队选

拔。校队正式成立后，我和队友们的技能训练

也进入全方位提升阶段：一边接受高强度的专

业训练，一边寻找各种参赛机会历练，以赛促

学、以赛代练。

从2014年开始，我多次获得市、省、国家选

拔赛和各类国际邀请赛、挑战赛的第一，并在

2015年第39届亚洲化妆发型大赛上夺得男士

潮流修剪项目亚军。这是我人生中拿到的第一

个重量级美发专业国际奖杯，也是对我专业能

力的极大认可。

越是意气风发的时候，越容易面临爬坡过坎

的考验。2016年，我入选了第44届世界技能大

赛美发项目国家队，但我的首次世赛之路却走得

并不顺利，过重的心理负担使我发挥失常，没能

登上最终的比赛舞台。

铩羽而归自然令人沮丧，但在团队教师们的

关心、鼓励和指导下，我又振作起来，鼓起勇气重

新踏上了备战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新征程，

并最终拿下了这枚梦寐以求的金牌。

得益于国家和省市出台的好政策，手握世赛

金牌的我，直接被认定为特级技师，享受正高待

遇。这不仅是高技能人才的职称“天花板”，也成

为我从事教师职业的“敲门砖”。就这样，我回到

母校任教，立志要把技术教给学弟学妹，也把比

赛的经验教训分享给他们。

作为教师岗位上的“新兵”，我每天都认真备

课，虚心向老教师请教。听课观摩，课前试讲，课

后反思，总结改进……慢慢地，我站稳了讲台，也

和学生们打成了一片。因为同时兼任职业生涯

导师，我常常用自己的成长故事和参赛经历鼓励

学生，给他们量身打造职业成长规划。

职教红利 石丹：以丹心铸匠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