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派记者 姚阿民 曹刚

! ! ! ! !理发社" 萨迦中学成立了 !"个

学生社团! 既有文艺范的文学社与合

唱社!也有公益性的爱心社与环保社!

最有趣的是"理发社#!旨在纠正学生

卫生习惯$"学生很感兴趣!前阵子!我

们还把全校师生召集到操场上! 请理

发社为大家服务$ %陈凤广得意地说$

!轮毂铃" 定日中学的教学楼旁!

一人高的铁架上!挂着一个废旧轮毂$

每到上课下课! 便有值班老师走

近! 捡起一块石头! 有节奏地敲击轮

毂!声音清脆悦耳!响彻校园$

原来!这是学校自制的"轮毂铃%!简

单实用!听说日喀则不少学校里都有$

!晒考卷" 寒冬腊月!青藏高原许

多教室好似冰窖$期末考试时!学生们

被冻得没办法在室内答题$ 定日中学

索性把大家聚到操场上!排排坐!边晒

太阳边考试$有了阳光陪伴!顿时暖和

不少$ 所以说!"晒考卷% 不为炫耀成

绩!而是真的把考卷晒到太阳下!去操

场参加露天考试$

!抱头族" 西藏有些家长和老师会

打骂孩子! 导致不少学生养成习惯动

作&&&见到大人!便不自觉地双手抱头!

尽量躲着走!由此催生众多"抱头族%$

在所有上海援藏县市! 改变已悄

然发生$ 起初!校长每次遇到学生!都

主动微笑问好$接着!讲礼仪成为学生

日常行为规范的必修课!被反复提起$

渐渐地!孩子们开始放下双手!展现笑

容!热情地向老师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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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实验 皮大王变身小画家
#个县里，海拔 $$%&米的萨迦最高。来自徐

汇区南洋模范中学的陈凤广和南洋中学的杨杰
两年前初到萨迦中学，发现各班都有逃课。“不少
农牧民孩子觉得读书无用，不如回家放羊。”
刚开学，因为太想家，两个新生跑了。瓢泼

大雨中，道路湿滑，山体脆弱，狼群出没，危机四
伏……两名援藏干部跟当地司机边喊边找，终于
在 !'(公里外看到了那双疲惫的身影。两个迷路
的小孩，像见到亲人般扑向老师。
“必须尽快遏制逃学。”党支部书记陈凤广和

副校长杨杰大胆实验。'()"年秋，汇集初一初二
所有皮大王和逃学生的实验班开课了，由当过 **

年班主任的美术老师平旺带班。
前三个月，老师不留作业，多找闪光点，常备

糖果当奖品，只表扬，不批评。“他们好动，就在教
室看电视，多上体育课、美术课。”杨杰说，等能坐
得住了，再加数学、汉语、藏语课和作业。潜移默
化间，行为规范渐入正轨，逃课大减，学生们越来
越自信。

实验班重视美术，教学楼专辟橱窗展示。今
年初，*+幅学生佳作来沪义卖，筹得 !,-#万元，
把小画家们乐坏了。去年 -月，学校从日喀则首
届 ./（头脑奥林匹克）万人挑战赛捧回 **人次
一等奖，一半队员来自实验班。
成立不到两年，实验班却消失了。“因为校风

好转，没人再逃课。”陈凤广笑言，“实验时间越短
越好，消灭实验班，正是开班的目的。”

最妙创意 !"登上雪域高原
萨迦实验班 ./队去年凯旋，除了感激校领

导，还要谢两个人———亚东中学校长夏时勇和
副校长蒋春生。是他俩，破天荒把 ./带进雪域
高原。

入藏不久，来自普陀区新杨中学的夏时勇敏
锐捕捉到藏区孩子的闪光点。“动手能力强，爱干
劳动、做手工，这是寻找自信的突破口。”他的想
法与来自桃浦中学的蒋春生一拍即合。

'(*"年 &月，两位校长与普陀区青少年活动
中心合作，挑选 *(名初一学生，从零开始，远程
学习 ./知识。

培训半年后，旦增卓嘎等 -名学生初次远征
上海，参加第 "#届世界 ./中国区决赛，勇夺三
等奖和特别奖。西藏孩子的纯真笑声第一次回荡
在 ./全国赛场。

颁奖时刻，全场掌声雷动，一身藏装的夏时

勇忘情挥舞藏帽，和学生们相拥而泣。
./现在已是亚东中学特色校本课程，并推

广到全市，深受藏族孩子欢迎。去年 -月，日喀则
首届 ./万人挑战赛来到亚东，设快乐饲养员、
纸制斜塔、爬高飞行等趣味项目。

./比赛头一回登上了雪域高原。
今年 "月再次来沪参赛，亚东学生已驾轻就

熟。孩子们用一连串精彩创意征服评委，而两位
援藏校长引进 ./，又何尝不是一个最妙创意？
“./好处很多。”蒋春生解释，培养实验精

神，对学物理有帮助；长见识，许多学生从没出过
城，看到城外的多庆湖，像刘姥姥进大观园；锻炼
独立生活能力，在上海，他们拿着交通卡，相伴去
买材料、做道具，不亦乐乎；增强自信，敢填报内
地高中的人数大增。

最酷教室 智慧屋牵起汉藏亲
在日喀则，./已是一项新潮酷炫的活动。说

到“酷”，拉孜中学的智慧屋当仁不让。
各县教育有些通病：师资队伍薄弱、学生创

新精神欠缺、信息化手段匮乏。“优秀人才向东
流，很无奈。各县向往日喀则，日喀则想去拉萨，
拉萨又往内地跑。”援藏干部、拉孜县委书记张劲
松坦言。

留不住教育人才，拉孜援藏小组尝试向互联
网借力，与闸北团区委和区青联发起众筹，投入

&(万元在拉孜中学辟出智慧屋。“普及信息化知
识，在线共享名师课程，启发创新思维，让汉藏共
享优质资源。”

走进智慧屋，$个主题区一目了然———科学
角里，能动手做趣味实验，感受科技魅力；在学习
角，几十台平板电脑将个性化学习体验融入游
戏；再到图书角读读上海送来的新书；去民族角
饱览丰富民俗文化。

各区域都搭配了信息化技术，多达 #(台移
动终端、"&(个慕课视频、'((0学习资源，及数万
条数据记录，科学分析学习轨迹。

小小智慧屋，牵起汉藏亲。拉孜中学党支部
书记、副校长杨洪峰，也是传递汉藏深情的使者。
他大学毕业便进入上海共康中学，教了 *#年内
地西藏班。惜字如金的他，道出一句美文：“*"((

多年前，我大概是文成公主的随从。”
杨洪峰刚进藏，当年的学生夏德珍便来探

望，他们现在成了同事。“还有数学教研组长普
琼，是我第一届学生，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西出
阳关有故人。”

最佳改造 教师培训仅此一家
在推进素质教育的路上，拉孜巧借外力，远

程引进名师，共享教育资源。同样师资薄弱的江
孜，如何寻找出路？

江孜闵行中学党支部书记刘生金来自浦东

新区致远中学，入藏首月只做了一件事：调研。他
遍访全县 '1所学校，撰写了 '万多字的报告。其
中一个焦点问题，直指教师培训。“江孜有上千名
中小幼教师，却没一家教师在职培训专业机构，
培训零散无序。”
一边是无处培训，另一边是教学水平低。“初

三 &个英语老师，无一是师范类英语专业毕业。”
刘生金直言，“对藏区许多老师来说，不是要改善
教学艺术和方法，而是首先弄明白基本知识点，
别讲错。”

江孜援藏小组对症下药，投入 "#(万元改造
江孜一中一栋闲置教学楼———重新装修布局，添
置多媒体计算机、远程培训及教学录播等先进设
备……焕然一新的教师培训中心诞生。这是西藏
第一且唯一的县级教师培训中心，缓解了江孜千
余名教师的培训问题。
不久前，“教师培训中心 ',(版”上线。“县教

育局新辟门户网站，依托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的
专家资源，远程在线授课，拓宽培训渠道。”刘生
金介绍，网站兼具校务通知、校本研修、课件共
享、视频点播、在线讲座等功能。“希望为当地培
养一支带不走的教师队伍，等我们回去了，更多
孩子的未来，还要靠他们。”

最暖投入 每人每天一瓶热水
在上海援藏的 #个县里，珠峰所在的定日县

挺特别。这里面积大，相当于 ','个上海；海拔高，
$"((米高原空气稀薄；生活特别艰苦，'(*$年
前，全县还不通电，小型发电设备能勉强满足手
机，至于看电视，只是奢望。

从松江区九亭二中进藏担任定日中学党支
部书记、副校长后，魏春杰迅速习惯了没电缺氧
的生活，却对校内一件怪事很难适应。“早在 '((&

年，国家就投资建了澡堂，可多年来从未用过，因
为没热水。”他补充说，离食堂、教学楼和办公楼
几米远的旱厕，终日臭气熏天，严重影响教学。
想到这些琐事，魏春杰如鲠在喉。“必须尽快

解决配套设施的‘最后一公里’。”去年，学校投入
'-#万元，新建锅炉房、开水房、水厕，硬化路面，
改造澡堂。

如今，开水房搭配锅炉房，保证每人每天一瓶
热水，全校师生用上了全县第一个能冲水的厕所，
每个月还能洗一次热水澡。从表面看，是改善了硬
件，实则有助于培养综合素质，让孩子终生受益。

魏春杰透露，县里每年有学生考上内地大
学，却常有人主动要求转回西藏读书，“因为生活
不习惯，不会冲厕所，常年不洗澡，总是喝生水，
显得格格不入。”

这些最暖投入，能帮助藏区孩子们养成喝热
水、冲厕所、勤洗澡的卫生习惯，今后更快融入现
代文明生活。“项目虽小，但有意义。”魏春杰感慨
地说。

! ! ! !肤色黝黑，黑得发亮，亮得晃眼！杨
广军给人第一印象，不像上海的干部，
还常被人误当成藏族汉子，难怪援藏同
事们亲切地称他“最黑援藏干部”。
进藏前，他是上海市教委研究室副

调研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
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还教过十几年中
学物理，是潜心研究的“笔杆子”。现在
他担任上海市第七批援藏干部联络组
教育事业部负责人、日喀则市教育（体
育）局副局长，在广袤高原四处奔波，成
了雷厉风行的“行动派”，还收获了几个
雅号。

!恒温动物"

有朋友笑称杨广军是“恒温动物”，
打扮一年四季不变———两件替换毛衣，
加件冲锋衣，都是耐脏的深色。“不是因
为抠门或邋遢，主要为了工作方便。”他
淡淡一笑说。
两年多来，杨广军不断深入基层走

访调研，掌握日喀则教育和体育事业的
重点难点热点，完成了几十份研究报告
和发展规划，平均每月超过一份。《体育
事业改革与发展研究报告》《人才队伍
建设设想与政策建议》等，是他逐字逐
句用心写出来的，也是一个一个县用脚
步丈量出来的。
下乡最常打交道的，是学生家长和

基层学校干部。“没人穿西装打领带，我
着装朴素些，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深
夜，他的房间常年透出暖暖灯光，和厚
衣御寒、伏案工作的身影。

!哑铃狂人"

“在所有援藏干部中，平时敢用哑
铃健身的，还真少见。”杨广军自豪地
说，两年多来，哑铃重量已增至 '-公斤
的上限。

长期缺氧，不少援藏兄弟疾病缠
身。“我爱锻炼，还保持着没生过病、没
吃过药、没吊过水的纪录。”在上海，杨

广军坚持长跑 '(多年。入藏后，改练哑
铃、俯卧撑和仰卧起坐。

每晚准备各种材料，杨广军常工作
到半夜二三点。“锻炼是最好的劳逸结
合。既可健身，增强体质；又能治病，练
哑铃治疗鼠标手，仰卧起坐缓解颈椎腰
椎酸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交替，还
可保持清醒，提高思考质量。练累了，倒
头就睡，所以我从不吃安眠药。”

!全能战士"

教育局人手紧张，尤缺综合素质过
硬的人才。杨广军不得不对许多事亲力
亲为，常一人分饰四角，把科长、办公室
主任、大学生志愿者和分管副局长的工
作一肩挑了，堪称“全能战士”。

他坦言，熟悉行业情况的同事，文
字功底有限；文字基础较好的大学生志
愿者，又不了解业务。“而且志愿服务时
间最多一年，当中还有半年在县里驻
村，年轻人对工作刚上手又要走了。”
夜深人静，文字材料扑面而来。杨广

军有个窍门，同时写几篇稿子。“长期缺
氧，脑筋转得慢，一篇一篇写，效率太低，
所以想到哪写到哪，卡壳了就换一篇继
续写。”他还喜欢边泡脚边看材料，用热
水刺激脑部活动，构思工作。

!体育菜鸟"

杨广军分管体育科，起初只能算
“菜鸟”，还闹过一个小笑话。

有一次，西藏自治区体育局组织高
原徒步赛，杨广军副局长带队观摩参
赛，还临时被拉上阵。他到现场却傻了
眼———别人都是全套运动装备，只有

他，以为徒步就是散散步，蹬一双皮鞋
就去了。

起点羊八井海拔 $"((米，终点山
顶超过 #(((米，极大考验体能和意志。
杨广军硬着头皮咬牙坚持，手脚并用总
算登顶成功。“太痛苦，挪四五步就要剧
烈喘气，感觉像死了好几回。”皮鞋不知
何时“咧开了嘴”，依靠信手觅来的旗杆
做手杖回到了山脚下。

现在，他对工作早已得心应手，最
近主持完成西藏“十三五”体育事业重
大建设项目“珠峰登山训练基地”的可
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方案，耗时近一
年，历经八次修改与征求意见，项目第
一期资金投入超过 *亿元。因成绩突
出，杨广军被授予“全国体育事业突出
贡献奖”。

!光荣爸爸"

杨广军有 #个“孩子”。
一双儿女在上海。儿子刚上幼儿

园，每天默默倒数着日子，盼父亲早日
归来。读大学的女儿为他写过一首诗，
其中有两句：“现在，我懂事了，能够照
顾你……爱，像一条蜿蜒河流，连着我，
也连着你”。杨广军也赋诗寄托相思：
“一路行，两行泪，梦中思乡床边偎。娇
儿甜甜口水，可知爹爹不舍？”

入藏不久，杨广军在儿童福利院领
养了两名藏族女孩，定期资助，送去家
人般的温暖。去年一名援藏干部因病回
沪，他又主动接管了一名无人领养的女
孩。于是，便有了 $个女儿和 *个儿子，
成了幸福的“光荣爸爸”。

特派记者 姚阿民 曹刚

! ! ! !校长应坐在办公室里运筹帷幄，
还是走进课堂关注细节？每年全国大
量援助资金涌入西藏，哪些项目更值
得投？在空气稀薄的高原坚守三年，
身体会越来越适应吗？

答案，也许出乎你的意料。

校长的!田间地头"在哪#

推门听课近两年在日喀则所有中
小学时常上演。此前，上课无教案、下
课无作业、老师无听课，是各校常态。

援藏干部领队、日喀则市委副书
记戴晶斌带头，一个半月走遍全市 *&

个区县，总行程 #(((多公里，在 "(多
所中小学认真听课、评课。这位有着
教师经历的教育学博士反复强调：“校
长的‘田间地头’只能在课堂。”

夏时勇每天至少听两节，" 个学
期写满 *%本听课笔记。即便是听不懂
的藏语课，他也会凭经验，根据学生课
堂反应，来判断教学效果。
“推门听课，能监督备课，及时发

现问题。”夏时勇要求每人每学期至

少开一节公开课，听 *(节课，鼓励踊
跃评课。“找出别人的优点就是你的优
点，发现别人的不足就是你的能力”。

援助资金投到哪里更值得#

修教学楼、建锅炉房、发奖助学
金、添信息化设备……很多项目需要
资金。投到哪里更值得？多名援藏干部
不约而同地说：“加强沪藏教育交流，
投到西藏师生的身上。”
拉孜已有 $批 '%名教师到共康中

学培训；江孜组织 *#名教师来沪培训，
与致远中学、金英小学共建，还请 1位
上海名师到江孜公益送教；定日 "年计
划送 $(名教师到上海培训，请 *(多名
教育专家进藏；萨迦选派 "批 *#名教
师到徐汇区培训，今年暑假徐汇教育局
又选派名师送教上门；亚东每年寒暑假
组织学生来沪过夏令营，请藏族孩子入
住上海学生家，做一天上海人……
“援藏先援教，发展先育人”。当越

来越多西藏师生接受先进的教育理
念，开拓视野，增长见识，必将有助于

西藏的跨越发展和长治久安。

援藏三年身体越来越适应#

上过高原的人都有体会，起初高
反强烈，几天后慢慢好转。援藏三年，
身体是否越来越适应？答案恰恰相反。

坚守定日的魏春杰，从宿舍到学
校，短短几百米，第一年每天步行来回，
第二年就走不动了，买来电瓶车代步。

两年多来，上海援藏干部平均消
瘦 *(公斤。第一年回沪体检，多数正
常，但到第二年，常见病冒了出来———
两尖瓣或三尖瓣反流，心脏肥大。等下
了高原，症状也可能无法逆转。

缺氧的夜特别难熬。第一年，靠吸
氧勉强睡着；第二年，吃一粒安眠药也
只能睡二三个小时；到了第三年，服了
安眠药再吸氧，依然收效甚微。

最痛苦的是秋冬，鼻腔里没有鼻涕，
只有血块，每天最多入睡三四个小时。高
寒、干燥、缺氧之恐怖，超乎想象。

在环境、疾病和孤独的夹攻下，教
育援藏干部们依然交出了精彩答卷。

孩子的笑脸如格桑花绽放
$$$上海教师西藏日喀则援教纪实

!"#$

%&'(

! ! ! !学了 %年语文%却听不懂汉语&中考英语平均 '-分%排名全市第

二&老师参加本科目考试%竟不及格'(直面西藏日喀则的教育现状%

上海教育援藏干部克服高寒缺氧的困难%在第七批援藏干部领队)日喀

则市委副书记戴晶斌带领下%攻坚薄弱学科%增强当地教育软实力*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关乎西藏的未来*教育援藏是援在根子上%利

在千秋* "两年多来%上海对口支援的江孜+拉孜)定日)萨迦和亚东等 #

个县%考分和排名不同程度进步&同时%上海的素质教育理念也在雪域

高原生根发芽%藏区孩子们自信阳光的笑脸%宛如朵朵盛放的格桑花,

最像藏族汉子的上海援藏干部
!!!记日喀则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杨广军

教育援藏，那些你也许不知道的事

高原学校!新词"盘点

" 徐汇区捐建的净水设备让萨迦中学的孩子们第一次喝上了纯净水 本期摄影 顾超 本版制图 董春洁

" 虹口区援建的"指南针计划%教室不久前在日喀则落成!让当地学生体验扎

染'印刷等中华传统文化!杨广军为了这个项目落户高原倾注了不少心血

" 蓝天'白云'高山作证!援藏教育惠及每个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