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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师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

职业之一，也是最伟大、最神圣的职业之一。今天我们

的主人公就是千千万万普通教师中的一员，22年来，她

把青春奉献在雪域，她把大爱撒满高原，她是一个孩子

的“母亲”，又是无数个孩子的“妈妈”，也是西藏教师队

伍的一个缩影。她就是拉萨市第一小学六（6）班的班

主任——王爱军老师。今天，让我们从她与孩子们的

故事中，来感受“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对三尺讲台，王爱军始

终有一种难以动摇的敬畏，这也影响了她的一生。

1997 年从拉萨师范学院毕业后，作为“藏二代”的她选

择留在西藏，成了一名语文老师。

冬日的拉萨，清晨六点多，天还未亮，几颗星星散

落在天空。记者一行来到王老师家门口，正在厨房为

儿子准备早餐的她拿着汤勺为我们开门，招呼我们坐

下后又急忙回厨房忙碌起来。“为了早点到学校迎接

学生，完成教学准备工作，我每天早上六点多就会起

床。”王老师边做饭边朝着客厅对我们说。

王老师的爱人是拉萨中学的教师，他们住的是拉

萨中学家属院的房子，虽然只有一室一厅，50 多平方

米，但是被布置得井井有条、干净整洁，客厅靠沙发的

一面墙上贴满了儿子的奖状，窗台上的绿植将屋内点

缀得生机勃勃。

早晨七点五十分，王老师准时站在班级门口，迎

接学生。“今天来那么早啊”“感冒好点了没有”“穿这

么薄冷不冷啊”“慢点，别跑那么快”……她微笑着与

每名学生打着招呼，摸摸学生的头，拍拍学生的肩，像

慈祥的母亲一般，让孩子感觉到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看着他们

一天天成长进步，真的发自内心地高兴。”作为一名班

主任，王老师对学生们关怀备至，经常与学生们聊天

谈心，认真了解并解决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的困扰，

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和家长的信赖。

让“五个认同”扎根孩子心中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花甲

……”琅琅读书声伴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在略寒的空

气中回响。王爱军站在讲台上领读，眼睛缓缓扫向每

一名学生。

在要求学生们天天向上的同时，王老师以身作

则，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常常静坐在教室一

隅听老教师上课，虚心向前辈请教，学习先进的教学

方法。不仅如此，她还珍惜一切能提升自己的机会，

积极参加上级教育部门和学校组织的各种学习、培训

和教研活动。

22 年身处语文教学一线，王老师坚持扎根课堂、

研究课堂、变革课堂，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

式，让学生养成阅读经典的习惯，并在课堂上自信表

达自己对阅读的认识和理解，让学生在欢快活跃、生

动有趣的氛围中提升综合素质。2014 年，她所带的毕

业班成绩在拉萨市名列前茅，考入内地西藏班的人数

位居全西藏前列。

“我们班上有汉族、藏族、回族、满族、白族、瑶

族、土家族、纳西族等多个民族学生，大家互相帮助、

和睦相处，就像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大家庭里。”王老

师介绍，“小学是一个孩子从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的

最关键时期。我更注重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日

常语文教育教学工作中去，让他们不断了解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基因以及理念、信仰这些比知识本身更

重要的东西，不断增强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

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他们心中播撒民族团

结常青树的种子。”

加强德育让学生健康成长

“小学阶段，是一个人健全人格形成的最关键的

基础性阶段。教书育人不应只局限于常规的知识传

授，情感的启迪、感染、引导也应融入日常的教学和管

理中，这对学生心智人格的成长尤为重要。”王爱军对

记者说，平常她秉持理解、沟通、换位、尊重的管理理

念，努力发掘尊重每一个学生的优点个性，帮助孩子

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课间，看到教室的地面上有片碎纸，王老师弯下

腰捡了起来，随手扔进垃圾桶里。“我坚信，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要想正人，必先正己。让学生注意卫

生，首先我自己就要做到，言传不如身教的效果好。”

她微笑地说道。

尊重学生自尊心，在班级管理中很重要。有一

次，王老师听说班上有名学生，从学校外面的小卖部

偷零食。为了照顾这名学生的自尊心，她没有直接批

评，而是及时与家长沟通，携手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以前，我女儿放学回家就跑出去和小伙伴玩耍，现

在一回家就帮着干家务，帮着洗菜做饭，真的很欣慰。”

学生家长卢有均谈起女儿的变化，不停地感谢王老师的

悉心教导，“将来孩子走入社会，我们更放心省心。”

王老师的儿子梁凯文也在自己的班上，但她从不

偏心。虽然梁凯文品学兼优，但在评优评先方面，王

老师为了避嫌，从来不准自己的儿子参评。“妈妈，我

不优秀吗？”儿子的反问，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也

只能向儿子解释道歉。

坚持一阵子易，坚守一辈子难。22 年来，王爱军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西藏、服务学生，努力做教

育改革的践行者，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

维、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情系三尺讲台 只为桃李芬芳
—记拉萨市第一小学教师王爱军

本报记者 陈振东 周科

右图：课间，王爱军为学生解答疑问。

下图：王爱军在上课.

本报记者 周科 陈振东 摄

答疑解惑

本报拉萨 12月 9日讯（记者 陈振东）自今年 8 月成

立以来，四川省射洪市在藏农民工服务管理综合党委暨

农民工服务站立足职责使命，聚焦在藏射洪籍农民工现

实需求，办实事、解难事，贴心服务、真情付出，全力当好

在藏射洪籍农民工的“娘家人”。截至目前，已前往射洪

籍农民工集中的企业、工地宣传政策 10 余次，慰问农民

工和农民工党员 480 余人次，协助 51 人讨薪总计 240 余

万元，为 2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务。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党支部就是一个战

斗堡垒，将在藏射洪籍农民工党员管理好、组织好、培养

好，非常必要。”射洪市在藏农民工服务管理综合党委书

记赵波介绍说，目前在藏射洪籍农民工有 58000 余名，其

中党员有 220 余名。为确保在藏射洪籍农民工党员离乡

不离党，发挥好农民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四川省射洪

市在藏农民工服务管理综合党委坚持抓细抓实农民工

党建工作，牢记责任使命，主动担当作为，全面梳理在藏

射洪籍农民工党员的数量、分布、职业等情况，不断加强

教育管理和培养工作，更好地将农民工群体凝聚起来，

激发干事创业热情，在射洪和西藏间架起“友谊桥梁”。

四川省射洪市在藏农民工服务站立足服务管理职

能，带着感情、带着责任，积极发挥建立完善在藏射洪籍

农民工信息数据库，为在藏射洪籍农民工提供社会保

险、劳动合同、集体合同、安全卫生等法律法规、就业政

策咨询服务，扎实做好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

工作，加强各类劳动维权服务，目前已成为在藏射洪籍

农民工人才会聚交流集散地、劳动就业与权益维护的

“温暖港湾”。

今年 11月 22日，在藏射洪籍农民工李滔、罗龙、李学

兵、杨霞来到服务站寻求帮助。经了解，2018 年起，4 人

在日喀则市某公司工地务工，至今未结算工资。服务站

立即派工作人员与该公司对接，耐心沟通，并宣传了关

于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相关政策。最终，双方达

成一致意见，该公司班组组长于 12 月 3 日将所欠工资支

付到位。

“有了工作站，漂泊在外的射洪籍儿女就有了温暖

的港湾，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都可以通过工作站得

到解决。我们切实享受到很多实实在在的惠工政策，真

正感受了离乡不离家的温暖。”在藏射洪籍农民工赵勇

军微笑着说。

射洪市在藏农民工服务站站长何伟表示，今后，服

务站将进一步完善在藏射洪籍农民工服务保障机制，全

方位、多角度提升服务保障水平，使他们在工作和生活

遇到困难时能得到及时帮扶救助，切实增强在藏射洪籍

农民工的获得感、幸福感。

四
川
省
射
洪
市
在
藏
农
民
工
服
务
站
强
化
服
务
保
障

当
好
﹃
娘
家
人
﹄

贴
心
更
暖
心

位于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日喀则市

谢通门县达那答乡，耕地面积广，素有

“谢通门粮仓”之称。近年来，这个纯农

业乡逐渐探索出一条农村经济发展的

新路子，使农民群众守在家门口也能致

富。

走进达那答乡塔玛合作联社院内，

20 辆大型联合收割机一溜排开，十分气

派。据乡党委书记多吉普拉介绍，这仅

仅是合作联社的一小部分“产业”。

经过几年的摸索，达那答乡已闯出

一条适合本乡实际的发展路子，组建了

由 6 个合作社构成的塔玛合作联社，涉

及农业机械化、生态保护、水利服务、交

通运输、种植养殖等方面。合作联社在

做好经营发展的同时，还注意加强产业

项目技能培训，实现贫困家庭劳动力实

用技术培训全覆盖，使每个有劳动力的

贫困家庭都有 1 人掌握实用技术。2018

年，达那答乡人均收入达到 11554 元，为

群众增收致富、助力脱贫攻坚打下了坚

实的基础。

以前，达那答乡虽然有“谢通门粮

仓”之称，可这“粮仓”过去的发展之路

走得并不顺利，农民群众的土地分散，

家家户户“各自为战”，大型机械下不了

地，老百姓费时费力，辛辛苦苦一年产

量还很低。

为摆脱这一困境，从 2014 年开始，

达那答乡开始进行高标准农田建设，成

立了农业机械化合作社，平整土地，使

小田变大田。过去小块的土地变成成

片的大田，每到春耕秋收时节，合作社

大型机械一下地，深耕、深松、耕播、机

收，既解放了劳动力，还提高了产量。

“刚开始平整土地时村民的意见很

大，担心土地变成一个整体会影响自家

的收益。一年之后，实实在在的经济利

益产生了，群众的思想也转变了，机械

化种植不仅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生产

效益，还为无劳力耕作的群众解决了农

业生产之忧。”多吉普拉介绍说。

“那些‘大家伙’一下地，全家都轻

松喽！”老阿妈罗珍高兴地说，罗珍家里

有 8口人，机械化的种植使 8个人的农田

管理不再是大难题，罗珍一家也变成了

新时代的农民。

到 2019 年，机械化合作社已为全乡

无劳力建档立卡贫困户解决 300 余亩的

耕地管理问题，合作社的运营利润超过

50 万元，为 17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员解决

了就业问题，带来经济收入 6 万余元，人

均年收入增加 4000 余元，合作社成了全

乡群众的“幸福粮仓”。

对老百姓而言，拿到手的经济利益

比任何形式的宣讲都有效果。

机械化合作社取得成功后，水利服

务合作社、种植养殖合作社、交通综合

服务合作社的推广就顺利多了。

如贵村 65 岁的顿珠旺姆老人，有两

个女儿都在日喀则市成了家，老人舍不

得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一个人在

村 里 居 住 。 2017 年 ，合 作 社 为 如 贵 村

115 户农民群众在家门口搭建了 18 平方

米的食用菌温室大棚，顿珠旺姆老人也

积极参加种植养殖合作社，领取了 200

多个菌棒。

顿珠旺姆老人说：“种蘑菇这个活

儿轻松，也很好学，乡里发的菌棒只要

多浇水就行了，村里面还定期为我们上

课。长的蘑菇除交给合作社的之外，自

家还能留一部分，年底还有分红，感谢

合作社不嫌弃我这个老太太。”

2019 年，塔玛合作联社成立了党支

部，通过推动产业脱贫项目落地、开展

党员致富传帮带活动等，培养了 6 名具

有较强双带能力的党员，成为脱贫攻坚

的带头人和“先锋队”，较好地发挥了示

范引领作用，带动贫困群众实观共同脱

贫致富。

26 岁的扎西多布拉是一名有 7 年党

龄的老党员了，年轻、脑子活。扎西多

布拉与村里的 4 户人家联合成立了藏鸡

合作社，现在规模已达 800 多只，还带了

扎西顶村的 6 个贫困户入股。扎西多布

拉手把手地教这些贫困户学习藏鸡的

喂养、疫病预防和治疗等技术，希望有

一天这些贫困户也能“自立门户”。

达那答乡就是通过这种带动方式，

使全乡建档立卡户群众逐渐树立起“摘

掉 穷 帽 子 、致 富 奔 小 康 ”的 信 心 和 决

心。2018 年，乡里对建档立卡贫困户中

涌现出的 10 名“产业模范之星”“劳务模

范之星”“励志模范之星”进行了表彰，

激励贫困户转变等靠要的思想观念，带

领全乡群众携手共奔致富路。

一 起 经 营“ 幸 福 粮 仓 ”
—谢通门县塔玛合作联社带领群众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何宝霞 扎巴旺青 李海霞

本报拉萨12月9日讯（尼玛扎西）为切实解决偏远贫困地区通信难等突出问

题，有效发挥信息网络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近日，中国电信山南公司（以下简称

山南分公司）积极响应网络扶贫攻坚战号召，紧密配合普遍服务工作推进部署，顺

利完成措美县恰杂村深度贫困扶贫基站建设开通任务，实现4G网络全覆盖。

由于深度扶贫基站普遍分散在措美县位置偏远、海拔高、覆盖难度大的

村落，且存在选址困难、传输距离远、施工难度大等问题。为有效缩短基站开

通时长，早日让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在脱贫攻坚战场发挥作用，山南分公司工

程建设各专业主管深入一线，加快各项工序间的衔接，确保基站设备在建设、

安装、开通、入网等环节做到一气呵成。

该批基站的开通，标志着措美县最后一个深度贫困村实现 4G 网络全覆

盖，为措美县脱贫攻坚提供了强有力的通信支撑和保障，有利推动当地农村

经济社会发展。

措美县

深 度 扶 贫 基 站 全 部 建 成

本报拉萨12月 9日讯（记者 索南措姆）为切实做好冬季火灾防控工作，有

效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易燃易爆场所消防安全形势持续

稳定。日前，拉萨市城关区消防救援大队对辖区内的易燃易爆场所开展监督

检查。

检查人员先后来到辖区内中协加油站、中和加油站、金牛加油站，听取加油

站消防负责人介绍各项消防安全防范措施和消防安全责任制落实情况，重点对

消防设施和灭火器材配备是否完整好用、电气线路敷设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规定

等内容逐项进行检查。检查结束后，检查人员向各场所负责人再次强调，要增

强消防安全意识，明确场所用火、用电、用气管理制度，做好消防器材设施的维

护和保养，加强员工消防技能培训工作，确保场所消防安全万无一失。

拉萨市城关区

开 展 消 防 安 全 监 督 检 查

本报昌都12月 9日电（记者 万慧）今年以来，卡若区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

总要求，不断提升基层党建工作水平，使基层党组织的坚强战斗堡垒作用发

挥得更加明显。

卡若区制定并印发《2019 年卡若区基层党建工作要点》《卡若区委组织部

2019 年工作要点》，明确卡若区基层党建工作目标任务，结合昌都市委组织部

下发的党建责任季度清单，细化分解为寺管会、乡镇、区直机关月清单，不断

夯实党建工作责任。

为提升党建工作合力，卡若区各级党组织签订目标责任书，进一步明确

目标，压实责任；严格落实组工干部基层党建工作联系点制度，选派组工干部

担任乡（镇）党委、寺庙管委会党组织、村（居）党组织党建指导员，定期开展调

查研究，制订党建工作计划，指导基层党组织开展工作。

同时，卡若区充分发挥党建品牌的辐射和示范引领作用，在机关党组织、

农牧区党支部、社区党支部中开展各类党员服务活动，做到了每级党组织都

有标杆树立，切实增强了各级党组织的党建工作活力。

昌都市卡若区

落 实 基 层 党 建 有 清 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