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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的痕迹被时间冲刷后会变得斑
驳暗淡，有些人有些事已渐行渐远。但
是，10年前在鲁甸地震灾区种下的“西部
贫困地区精神文化家园建设”的种子却悄
悄萌发，潜滋暗长，开花结果。

2014 年 8 月 3 日，鲁甸县龙头山镇
发生 6.5 级地震，群众家园被毁，流离失
所。在鲁甸县龙头山镇、火德红镇和巧
家县包谷垴乡临时搭建起来的救灾帐
篷里，受灾群众沉浸在失去亲人的悲痛
之中。如何帮助灾区群众重拾生活的
信心，笔者以文化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
当时的昭通市文化体育局在鲁甸地震
灾区实施的精神文化家园建设，多次深
入鲁甸县的太阳湖、甘家寨、龙头山等
地，送图书、带领孩子们玩游戏，为灾区
群众构筑了一个心灵的港湾。

甘家寨是龙头山镇龙泉社区的一
个自然村，位于沙坝河右岸，陡峭的山
坡上住着 61 户人家，由于海拔低、气候
炎热，这里出产的农产品比山上的早
熟，能卖出很好的价钱，老百姓的日子
过得还算充裕。但是，突如其来的地震
让甘家寨有些猝不及防，整个村庄被掩
埋，全村 52 人遇难，218 人躲过了这场
灾难，他们先搬到鲁甸县城边的太阳
湖，两天后转移到小寨中学，最后在小
寨 镇 紧 急 搭 建 的 救 灾 帐 篷 里 安 顿 下
来。地震导致山体滑坡吞噬了村民的

住房，阻断了道路，200 多人无家可归，
整天待在救灾帐篷里，心情悲痛、情绪
低落，急需心理疏导。

此时，文化志愿者走进了小寨镇甘家
寨临时安置点红旗社区，这里成为昭通市
文化体育局开展的精神文化家园建设的示
范基地。昭通市文化体育局向甘家寨红旗
社区捐赠了跳绳、象棋、跳棋、羽毛球拍等数
十套健身器材以及上千册图书，建起了文
化活动室，文化志愿者及时跟进，组织开展
文化活动，活动多了，有事情做了，群众的注
意力转移了，大家就很少去想或者不去想
不久之前发生的这场灾难，这种新型的心
理疏导和心理干预渐渐有了效果。

后来，以红旗社区精神文化家园建设
示范点为引领，鲁甸县龙头山镇、火德红
镇和巧家县包谷垴乡也开展了省、市、县
精神文化家园建设，并以“西部贫困地区
精神文化家园建设”命名，成功创建为第
三批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
在各级各部门的关心支持下，这种公共文
化服务模式进一步拓展，大关“背篼图书
馆”、深度贫困地区基层文化能人培养工
程也脱颖而出。

2024年7月19日，我们去龙头山镇甘
家寨村民小组对精神文化家园建设项目
进行回访。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甘家寨
的所有村民都有了自己的新家园，他们被
重新安置在龙头山镇骡马口社区。

孙婷是当年到文化活动室参与绘画
活动的少年儿童之一，今年18岁，在鲁甸
县第一中学高二年级就读。10 年前，只
有8岁的孙婷对地震并没有太多的感受，
当时文化活动室里有许多图书，她和小伙
伴们就在活动室里看儿童读物。地震后，
孙婷一家住在甘家寨的救灾帐篷里，回不
到原来的地方读书，孙婷以及小伙伴们只
好临时在小寨小学念书。兴趣班里有个
姓王的老师，写得一手好字，对孙婷的影
响很大，现在，孙婷的字写得很好，还在学
校的书法比赛中获过奖，她也萌生了高考
时选择书法专业的想法。在孙婷家，我拿
出当年她和小伙伴们画的作品，并将她们
当年参加昭通市少儿美术作品展迟迟未
发的证书拿给他们，孙婷十分兴奋和激
动，这让她想起了同小伙伴们一起在灾区
参与活动的快乐时光。

与孙婷聊天的时候，一个老人走了进
来。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我们正要找这
个老人。老人叫王立文，是当年参加精神
文化家园活动的服务对象之一。10年前
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当我从车上抱下一
个纸箱，就有人过来问我：“今天要发什么
东西？”我说：“没有东西，你们跟我到活动
室去。”出于好奇心，老人、妇女、小孩就跟
到活动室，在我的示范下，大家拿起画笔
在纸上画画。这时，一个老人悄悄地走到
我身边问：“我可以参加吗？”我说：“可以

的。”他就一个人坐在小凳子上，把画纸摆
放在另一个高一点的凳子上，用颤抖的手
认认真真地画了起来。我们每次活动，老
人都来参与。在成果展示时，老人也交出
了一幅作品，纸上画了一个人、一面国旗、
一个石榴、一枚硬币。这是老人知党恩、
感党恩以及灾区人民在党和政府的关怀
下团结一心、共渡难关的真情流露。后
来，我了解到，老人家里只有他一个人，当
年已经 69岁。当我说明来意，把 10年前
他在灾区画的画作给他看时，老人已经记
不清了，我们说起当年的情形，老人的话
也越来越多，还让我把这幅画的照片发给
他，以便过后好好欣赏。如今，老人一个
人生活在甘家寨村民小组的新居里，经济
上有政府兜底保障，日子过得很开心。

毛天美是一个 54 岁的中年妇女，地
震之前，她一字不识，在地震中失去了亲
人。昭通市文化体育局建好文化活动室
后，她开始学习认字，并主动报名当文化
活动室的管理员，每次打扫完卫生，就在
活动室里看书认字，她说，有了事情做以
后，就不会胡思乱想。在我的记忆里，毛
天美母女俩经常参加我们开展的绘画活
动。在进行作品展示时，毛天美画了一
幅爱心图画，画上，一个小女孩提着水壶
浇灌幼苗，一个小男孩捧着花盆，花盆里
同样种着幼苗，绿色的幼苗正茁壮成
长。我请她在作品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她说：“我写不好。”我说：“只要是自己写
的，就可以。”她在作品上写下了自己的
名字和年龄。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毛天
美说：“你们帮我们度过了最难熬的日
子。”搬到新居后，习惯做农活的她，总觉
得生活缺点什么，6 年前，她自筹资金在
龙泉中学大门口开了一家“寨子小吃”，
学生上课时就开，学生不上课就休息，偶
尔去广场上跳跳舞，她说，“人不懒，就饿
不着”。现在的毛天美穿着干净又时髦，
心态积极又阳光，靠勤劳的双手自立自
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如今，在甘家寨村民小组各家各户
的新居里，都可见一个板栗色的木质相
框里镶着一张照片，有的挂在墙上，有的
放在柜子上，这是 2015 年春节期间，当
灾区群众的新家园建成后，昭通市文化
馆组织摄影家走进龙头山镇骡马口社
区、灰街子社区，为灾区的每一户家庭照
的一张照片，也留下了当年搬家的情形。

曾经挥之不去的地震阴霾，随着新家
园的建成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渐渐消散。
如今，住在庭院式的农家小院里，甘家寨的
村民们很开心、很阳光，他们早已从地震的
阴影中走了出来。看到这些，一股暖流涌
上心头，当年文化部门开展精神文化家园
建设的创新服务发挥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文化志愿者的辛苦付出结出了硕果。精
神文化家园建设如一场春雨，润物细无声。

播 撒 爱 的 种 子 盛 开 文 明 之 花
——记鲁甸县龙头山镇精神文化家园建设10年之变

通讯员 罗江珍 文/图

为切实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充分发挥教育帮
扶促进地方发展的重要作用，伴随着东
西部协作号角的吹响，有这样一群人，他
们翻山越岭而来，用心、用情、用力将“组
团式”教育帮扶落到实处，用满腔热血为
巧家教育的发展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巧家县第二中学的发展注入了生机与
活力。

2022 年 8 月 18 日，海云生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主动请缨，告别家人和朋友，
从四季如春的昆明，来到 300 公里外的
巧家县第二中学支教。当被问及为何
做出这样的选择时，他坦言，在媒体上
看到张桂梅老师的报道
以及许多老师、大
学生到偏远山

区支教，深受鼓舞，想在有生之年发挥
自己的余热，为偏远山区的教育事业贡
献绵薄之力。

初心如磐 为爱奔赴
“非常喜欢孩子们清澈明亮的眼睛，

老师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
钦佩，我希望能为课堂教学注入活力，进
一步深化两地教育资源的共享。”站在讲
台上，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眼神，深深地触
动了海云生。他暗自下定决心，要上好
每一堂课，教好每一个孩子，尽自己最大
的能力帮助他们发展。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言传身教，
倾力奉献。”这是海云生对自己

的要求，也是他坚守的帮
扶初心。帮扶工作开

展以来，海云生尽
快 地 适 应 了 全

新 的 工 作 岗
位 ，最 快 地

熟 悉 了 县

情、校情、生情，理清工作思路，明确工
作方向和重点，按照“精准、可实现、可
持续、有成效”的理念，坚决扛起“组团
式”教育帮扶政治责任，把在昆明的成
功实践、经验做法融入进来，着力提升
工作成效。

困境重重 迎难而上
然而，教育帮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
学生的文化底子较弱，班里有很多

学生的家长常年在外打工，家庭教育缺
失，孩子们缺少关爱、指导和约束……
这些情况普遍存在。为此，海云生经常
通过课堂提问、课后走访、问卷调查等
方式对学生的基本情况开展调研，从中
发现了诸多问题。一方面，部分学生基
础知识薄弱，在初中阶段没有打好英语
基础，语法、词汇、发音等方面问题重
重，导致高中英语学习更加困难。另一
方面，一些学生学习方法不当，只注重
死记硬背而忽略实际应用，缺乏良好的
学习习惯，学习效率低下。此外，还有
部分学生缺乏兴趣和动力，对英语不感
兴趣，认为英语对未来生活和职业发展
没有太大帮助。

他深知，要想帮助学生取得更大的
进步，只有付出更多努力，真正走进学
生心里，和学生打成一片。为了提高教
学质量，他会根据不同课型选择教法，
设计高质量的教学流程与实施策略；他
注重课堂的有效组织与教学语言的锤
炼，课堂教学张弛有度，让学生们享受

学习的乐趣。

精准施策 成效显著
“课堂上提问的时间不够，课后学生

们会追着问问题。”谈起学生们学习的变
化，他说，“从发现问题到寻求解答，这是
一个很好的自主学习迹象。”

针对学生基础知识薄弱的问题，他
设置了“每日问一问”课堂学习内容，
引导学生对当日未消化的知识，第一
时间向老师、同学、网络、书本等寻求
答案，拓宽解决问题的途径。对于无
法做到学习问题当日结清的学生，他
引导学生主动二次求助，并分析问题
价 值 ，进 行 集 中 解 答 或 调 整 教 学 内
容。对于学习方法不当的学生，海云
生有目的地观察他们的行为举止和学
习习惯。从课堂教学中观察学生的思
维能力，捕捉学习优点和思维误区，给
予专门辅导；观察学生的学习态度，分
析学习方式和能力，及时纠正错误，根
据学生的成长变化，及时调整“因人施
教”方案。

“上课前，海老师会用 5 分钟安排一
名学生上台作值日报告；上课时，除了用
英语讲课，海老师还会根据课文内容安
排主题进行重点讨论或者看视频用英文
回答问题；课堂之余，海老师还会组织大
家观看英文电影、学唱英文歌或者做英
语小游戏。”学生们提起海云生都是赞不
绝口。

为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海

云生采用情境教学法，营造英语学习环
境，丰富的语言场景不仅提高了学生们
的学习兴趣，还锻炼了英语口语及实际
交流应用能力。他还充分利用网络媒体
资源，让学生直观形象地学习，理解东西
方文化差异，增强文化自信。并采用小
组合作学习的方式，利用小组讨论、展示
和点评环节，以及课后的互帮互助、学习
辅导、心理疏导等，更好地帮助学生共同
成长进步。

引领成长 教研共进
为推动巧家县第二中学英语教学

改革，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科研水平，
海云生在学校组织了一系列青年教师
教研教学活动。他担任组长，负责整体
协调与规划；外聘教学指导专家，为青
年教师提供教学示范和指导；选出课题
负责人，负责课题申报、研究方案设计
与实施及研究成果的总结汇报；青年教
师在帮扶教师指导下，积极参与教研活
动，进行课堂实践，不断提升教学能力
和科研水平。

“热情的老师、整洁的校园、美丽
的自然风光，让我对巧家的支教生活
充满了信心。”这是海云生发自内心的
感叹。

帮扶之路虽然漫长且艰难，但海云
生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教育的初心和
使命。他就像一束光，照亮了孩子们前
行的道路，为国家乡村教育振兴注入了
新的活力。愿这份爱如同涓涓细流，汇
聚成海，让知识的种子在广袤的乌蒙大
地上落地生根，绽放出灿烂的花朵。

通讯员 颜 微 唐良斌 文/图

群众在甘家寨文化活动室参加艺术培训群众在甘家寨文化活动室参加艺术培训。。

鲁甸县龙头山镇中心小学开展少儿艺术培训鲁甸县龙头山镇中心小学开展少儿艺术培训。。

海云生海云生（（右二右二））给学生讲题给学生讲题。。

海云生：教育帮扶点亮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