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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经理，你在哪？”
“我在项目点，这里难找，你们还是

到办公室坐一会儿，我一会儿回来。”
走进被绿水青山环抱的云南水富

（滇粤）智能科技产业园，几番周折，记
者才见到了本次的采访对象——云南锂
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聪。

刘聪戴着一副浅色的眼镜，身穿一
件深蓝色的T恤，头发挽在脑后，语速略
快。刚过而立之年的她，给人的第一印
象就是干练。

在采访过程中，刘聪不停地接打电
话，调配产品、追踪物流。“每天平均有
五六十个电话吧。”她对自己的忙碌很
淡定、平和，“这就是工作常态。”

2020年，刘聪从浙江大学资源与环
境专业硕士毕业后，进入浙江锂宸新材
料科技有限公司从事管理工作，2022 年
10月来到水富，担任子公司云南锂宸新
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锂
宸”）副总经理一职，主要负责产品供应
链的管理工作。

“志之所趋，无远弗届，穷山距海，
不能限也。”从浙江杭州到云南水富，这
是她的成长之路，也是她的逐梦之路。
告别熟悉的地方，跨越山海来到千里之
外的水富工作，是因为公司的信任，也
是因为刘聪不甘平庸、不惧挑战。

刘聪参与建设了国内最大规模的年
产 5000 吨氧化亚硅负极材料项目和年
产 2万吨天然石墨负极材料项目的建设
工作。“我们的项目充分利用云南省的
硅资源，发展硅基负极产业，相较于传
统的石墨负极材料，这是一个比较具有
创新性的项目。”谈起自己参与建设的
项目，刘聪如数家珍。

云南锂宸成立于 2021 年，是一家致
力于研发、生产、销售高性能锂离子电
池用高容量负极材料的科技型企业。
年产 5000 吨氧化亚硅负极材料项目一
期已建设完成，并于 2022 年 9 月投运。
年产 2 万吨天然石墨负极材料项目于
2022 年 6 月建成并投运。两个项目满
产之后，每年可创造数亿元的销售额、

数百个就业岗位。
结果是可喜的，但过程是曲折的。

在项目建设之初，公司团队只有10人，面
对人员不足、事情繁多、任务艰巨等困
难，刘聪和团队成员确定工作的优先级，
提高整个团队的作战能力、凝聚力，发挥
团队的力量，群策群力，确保项目建设顺
利推进。

作为公司的管理者之一，刘聪对
管理团队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一是
要真诚，要真诚地对待每一个下属；二
是要沟通，向员工传递善意，帮助他们
成长；三是要给团队成员非常明确的
任务目标。这些是刘聪总结出来的管
理心得。

“当我们遇到问题时，刘经理会帮我
们梳理，然后去协调，在工作上给予我
们专业化的指导。”在公司同事邓保威
看来，刘聪是一位管理能力强、专业能
力强的企业领导。

正是在这样团结、友爱的团队氛围
下，员工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云南锂宸

不断发展壮大，公司员工从原来的 10
人发展到现在的 150 多人。当前，云南
锂宸取得了多项荣誉：2022 年，被云南
省科学技术厅评为云南省科技型中小
企业；2023 年，被云南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评为创新型中小企业。此外，还获得
了第八届“创客中国”云南省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大赛二等奖，“彩云汇”创新创
业大赛暨 2023 年云南省创新创业大赛
企业成长组一等奖，由该公司申报的研
究项目成功入选云南省科技厅 2024 年
工业领域科技计划第一批拟立项项目。

征途漫漫，惟有奋斗。谈到
对未来的规划，刘聪将自己的
未来和公司的发展紧密地联
系在一起。“希望把公司做
上市，在专业领域有所
建树，在负极材料上有
一款以公司命名的具
有独特性的产品。”
她目标明确、志向
远大。

人才聚，则事业兴。近年来，昭通市
高度重视人才工作，通过出台政策、健
全机制、优化人才发展环境等，让广大
人才在昭通安身、安心、安业。“政府响
应速度快，服务意识强，让我感觉很亲
切，工作进展很顺利。”刘聪说。

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广阔的
乌蒙大地给像刘聪这样的人才提供了
展示才能的舞台，而他们也在用自己的
智慧和才干为昭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注入强劲的动力。

付宗亮：微光成炬 沐光而行
记者 陈允琪 文/图

刘聪：让青春之花在奋斗中绽放
记者 龙 萍 周 燕

跨越山海情相连跨越山海情相连。。

刘聪梳理工作重点刘聪梳理工作重点。。 实习记者实习记者 兰兰 波波 摄摄

太阳的幸福，是给人以光明；月亮的
幸福，是给人以温馨；老师的幸福，是让
每一棵小树苗茁壮成长。付宗亮的幸福
是能在教师这份职业中找到属于自己的
阳光，照亮自己、照亮孩子。

“我愿做照进孩子们心里的那束
光，明亮而不刺眼，温暖而不灼热。”付
宗亮说。

2022 年 7 月 30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
附属上海闵行田园高级中学党总支书
记付宗亮接受中组部和上海市的选派，
来到了盐津县，担任盐津县第三中学的
校长。

在“一线城市”盐津，付宗亮孤独地
坐在关河边，看着两侧陡峻的山崖，他想
起一批进修的中学校长在崇明岛放飞孔
明灯的情景，那时，一批中学校长点燃孔
明灯，祈愿自己的学生高考顺利。此刻
的他，祈愿援滇之行能够完成使命。

调研时看到的景象，让付宗亮陷入
了沉思，站在关河边，他感觉到了前所未
有的茫然与无助，情不自禁地流下泪
来。援昭前和上海、北京的相关学校计
划好的“同课异构”“双师课堂”瞬间化为
泡影。

盐津县第三中学共有 75 个教学班

4385名学生，教学软硬件设施不完善，教
学楼地面凸起开裂，教室门窗锈迹斑斑，
课桌椅破损严重，教师办公桌椅残破不
堪，高中部 50个教室里的多媒体设备陈
旧破败；2022年秋季学期有 10多名教师
调离，开学时有些班级还没有排齐任课
教师；一些年龄超过 50岁的老教师纷纷
申请少排课或申请到后勤岗位；高中生
源流失很严重，学生大多为留守儿童，学
习目标不明确，学生心理问题较为突出；
盐津气温总体偏高，宿舍没有空调、风
扇，原本住 8个学生，现在住了 12个至 15
个学生，学生怎么能睡好觉……

此时的付宗亮，迷茫、困惑，如何点
亮盐津县第三中学学生的梦想？

带着调研中发现的 12 个问题，付宗
亮开始了“组团式”帮扶的征程。结合校
情，他很快制定实施了《云南省盐津县

“组团式”帮扶方案》《云南省盐津县第三
中学 2022—2025 年发展规划》，修订了

《云南省盐津县第三中学章程》，并取得
了很好的实效。

付宗亮认为，对一所学校进行管理，
应该从改变人的观念开始，本着守正创
新的原则，确定了“拒绝平庸、知行合一”
的“行”文化体系，确立了学校的“一训三

风”和校徽、校歌、校旗，进行“铸魂”；开
展“一范、二带、三赛、四比、五学、六研”，
进行“培根”；狠抓课堂教学有效性，开展
线上线下、校内校外“同课异构”，每年一
次教师全员考试，全面督导课堂教学，进
行“树人”；“组团式”帮扶团队在上海援
滇干部昭通联络组及县委、县政府的帮
助下，落地项目 29 个，累计投入资金
951.26万元，进行“强基”；播下梦想的种
子，124 名师生赴帮扶相关学校跟岗学
习，94名师生赴昆明市下沉式学习，80名
师生赴上海访学，进行“筑梦”。

组织一线教师“地毯式”听课，一个
学期达到2553节，师徒结对64人，建工作
站 2 个，完善制度 25 项，开展专家讲座 9
场、示范课78节、评课278节；北外附属田
园高中先后派出 8位教师到盐津县第三
中学开展示范课；师带徒上公开课和参
赛课，在盐津县10门学科教学大奖赛中，
5门学科获一、二等奖；上海学校在盐津
县第三中学设立“金葵花”奖，两届共有
99 人参赛获奖；在本校组织的“同课异
构”“同台赛”中，共有 320 人次参加，近
1200人次听课；自行编撰并出版了4门主
干学科的校本课程，开展闵行区区级课
题“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组团式’

帮扶的教育教学策略研究”……
教育是什么？也许答案无穷。
在付宗亮的心中，答案就是：“教育

的本原只有一个，那就是一切为了教人
成才。”

在盐津县第三中学担任校长的一年
半的时间里，付宗亮扎根学校。他推行，
文化为山里学校“铸魂”，课改为山里学
校“培根”，育人为山里学校“树人”，强基
为改变山里学校硬件，筑梦为山里学生
播下梦想的种子。

经过实践探索，盐津县第三中学走
“立人教育”之路，是大山里孩子的渴望，
是对山里孩子人生的规划，是对党的教
育负责任的具体实践。“成人”的个体呈
现是千姿百态的，但是“成人”的共性是
一样的，在拥有知识和能力的同时，更具
有健全的人格。付宗亮想让更多大山里
的孩子读完高中后继续深造；想让教师
精准教授学生知识，形成职业自觉；想要
校长立足于学校，教师立足于课堂，在传
承知识和文化的同时，更注重对学生健
全人格的塑造，达到“立人成人”的教育
目的。

为此，付宗亮组织学校领导班子讨
论出台了《云南省盐津县第三中学“立人

教育”方案》，确定“立人教育”为学校主
体办学思路，从立文化、立教师、立学生、
立学校 4 个方面着手，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做到了“低进高出”。

2023年，盐津县第三中学荣获“昭通
市教育发展先进集体”“昭通市美育特色
示范校”等称号。

前不久，付宗亮撰写的《关于云南省
昭通市盐津县第三中学的调研报告》，在
全国 160个县 247位校长的报告中，被中
组部和教育部组织的专家评审团评定为
一等奖。

“我们的想法很简单，点一盏灯，为
乾坤增色。我们的愿景也很简单，组团
到大山里去点灯，大山一定会满天星
斗。”中组部“组团式”帮扶专家顾问委
员会主任刘彭芝校长说过的这句话，一
直在付宗亮的耳边不断回响。乌蒙山
里的孩子和老师把“组团式”帮扶当成
实现梦想的桥梁，他们期望付宗亮带领
他们实现梦想，立起山里的希望、立起山
里的未来。

站在关河边上，仰望星空，付宗亮有
着丝丝思念家人的惆怅。当看到盐津县
第三中学正一点一滴地改变时，他看到
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