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的话

青春是一粒播撒希望的
种子，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生
根发芽。青年志愿者迈着坚定
的脚步跨越山海而来，将知识
化作春风，将爱化为雨露，滋
润一双双或带着迷茫、或满怀
憧憬的眼睛。从伊犁河谷的薰
衣草到青海湖畔的格桑花，从
课堂上一个个形态各异的红
色中国结，到篝火旁一张张红
彤彤的笑脸，支教不仅是知识
的传递，更是一颗心灵与另一
颗心灵的双向奔赴。

欢迎把你的作品发给“五
月”（v_zhou@sina.com），与“五
月”一起成长。扫码可阅读《中
国青年作家报》电子版、中国
青年报客户端创
作频道、中国青
年作家网，那里
是一片更大的文
学花海。

随着化工行业的快速发展，浙江

省作为化学化工产业大省，迫切需要

一批具有深厚化学理论知识、勇攀科

学高峰、服务区域战略需求的复合型

人才。

在此背景下，浙江理工大学化学

与化工学院（以下简称“学院”）知

责于心、担责于肩、履职于行，紧紧

围绕浙江省化工、制药、能源等产业

发展需求，依托化学国家一流本科专

业建设点等教学科研平台，直面化学

类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精准施

策，创新提出“一核驱动·四融互

促·五维提升”人才培养理念，破解

一个个难题，打造一个个亮点，培养

了一批理想坚定、基础扎实、能力出

众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为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探索·实践：躬行践履

确立“一核驱动·四融互促·五

维提升”人才培养理念。

一、锚定一核驱动，把稳创新人
才培养航向

锚定创新型化学人才培养这一核

心目标，深入探究新能源、新材料、

生物医药等前沿领域的人才需求，设

定涵盖创新思维、实践能力与科学精

神的培养标准，构建服务国家和地方

特色的创新人才培养体制机制。

二、推动“四融互促”，夯实创
新人才培养根基

理论课程与实验实践相融合：

构建基础与特色并重的，多层次、

渐进式的课程教学体系，在夯实专

业理论的基础上，引入 《有机合成

与催化》 等本科生-研究生贯通的

专题研讨课，并将内容贯穿于综合

设计实验，培养学生专业知识融会

贯通的学习能力。

科研成果与教学内容相融合：将

生物相容性高分子材料、新型光催化

剂、高效燃料电池等前沿研究成果和

技术融入课程教学，启蒙学生的科研

兴趣，培养学生专业知识进阶拓展的

科研创新和钻研能力。

思政教育与专业知识融合相融

合：以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和课程

思政教育改革项目为抓手，构建知识、

能力、价值为一体的思政教育体系；基

于省级党建教育实践基地平台，内化红

色精神和红色文化，培养学生正确的价

值观和科学精神。

高校教学与企业应用相融合：依

托学科平台，与 20 余个大学生校外教

育实践基地、2个省属高校地方研究院

建立产学研合作，实施“基础实验-综

合实验-毕业设计”“创新项目-企业实

践-产业应用”双轨式培养体系，提

升学生专业知识应用迁移的实践创

新能力。

通过“四融协同”育人机制，打破

学科界限，促进资源共享、协同育人，

形成教育要素的拓扑聚合效应，提升学

生解决问题的创新实践能力。

三、促进“五维提升”，培育全面
发展创新人才

知识维度上，优化课程设置，深化

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综合实验实践课

程体系，以绿色化学、新能源材料、现

代纺织为特色，构建多层次、多维度的

知识体系。

能 力 维 度 上 ， 强 化 实 践 教 学 环

节，引入 AI 技术赋能项目化教学，组

织学生参加学科竞赛和创新创业活

动，建立实践基地，提升学生实践和

创新能力。

素质维度上，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

精神、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通过讲

述化学家故事，实现“双碳”目标等方

式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融入绿色

发展、和谐可持续建设理念。

思维维度上，开展研究型教学，举

行多场学术报告，实施本科生全员导师

制，鼓励学生参与科研训练，培养学生

的批判性和严谨性思维。

创新维度上，为学生提供学术创

新机会，支持学生发表科研论文、申

请发明专利、参加创新创业竞赛等，

营造创新文化氛围，激发学生创新热

情。

五维之间相互关联、层层递进，使

人才培养实现层级跃升，为区域经济发

展提供兼具科学洞察力与产业引领力的

“化学新质人才”。

一次次创新，一次次突破，彰显特

色，厚植优势，推动学院向着更高质

量、更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

成果·成效：春华秋实

经过不断的创新、锤炼、实践、再

创新，现如今，随着“一核驱动·四融

互促·五维提升”体系的不断深入推

进，学院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师资

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人才培养方面，学生以第一作者

发表 SCI 论文 67 篇，1 篇被评为 ESI 热
点论文；获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

金奖 1 项，“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

计划竞赛银奖 1 项，全国大学生化学竞

赛二等奖 1 项，获国家大学生创新项目

立项 12 项，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项

目（新苗计划）、浙江省国际“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浙江省“挑战杯”

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共 33
项；累计获浙江省化学竞赛一等奖 19
项，二等奖 14项，三等奖 23项。

专业建设方面，在化学学科的支

撑下，应用化学和材料化学专业分别

入选国家级和省级“双万”一流本科

专业建设点；获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2
项，承担省部级重点教改项目 1 项，

省级项目与课程建设 16 项，校级教改

项目与课程建设 34 项，发表教改论文

20 篇，出版教材和专著 15 部；建有省

级化学基础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浙

江省高分子材料表界面科学重点实验

室、浙江省精细化学品绿色合成技术

国际科技合作基地、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省级大学生校

外实践教育基地等全方位多层次学生

培养平台。

教师队伍建设方面，组建和培育包

括国家优青、“钱江学者”特聘教授等

多个人才和团队，专任教师中高级职称

人员占 65.1%，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比

94%以上，具有国外留学背景的 18 人，

企业兼职教师 19 人。学院教师获“纺

织之光”教师奖，浙江省师德先进个

人，浙江省优秀教师，新时代浙江省

“万名好党员”等荣誉。

未来，学院将以更高的站位、更

宽的视野、更大的力度，将教育教学

改革落到实处，见到实效，为浙江省

化学化工产业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

支撑。

浙江理工大学化学与化工学院

一核驱动·四融互促·五维提升 赋能高素质创新化学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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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展颜（27岁）
河北大学硕士生

午后的阳光穿过纱窗打在我的脸上，我

迎着光线望去，光线感觉柔和了许多，不经

意瞥见角落里的行李箱，箱角挂着的花包早

已褪去了颜色。里面干枯的格桑花瓣碎在我

的掌心里，窗外的风仿佛此时掠过青海湖，

夹杂着咸涩的水汽和青稞的香气，把花瓣吹

成满天星光，连同思绪一起飘向远方。

初抵青海的那天，行李箱在火车站的

水泥地上发出刺耳的声响。人群中的密语

和脑海中的声音形成了一场交响乐。母亲

在电话里担忧的声音还在耳畔回响，一行

人就匆匆前往下一个地点。

山上还是整片整片的枯褐色，吉普车

在蜿蜒的山路上颠簸了 6个小时，低矮的

校舍才在暮色中慢慢浮现。孩子们系着红

领巾整齐地排列在操场上，腼腆地笑个不

停，像极了一群可爱的小绵羊。校长多吉

亲切地与我们握手，他的眼睛黑黑的，闪

烁着一些亮光，嘴巴里不停说着“欢迎你

们来。”

明春葳蕤，此刻却还有着冬的寒意。我

们一起围坐在篝火旁，享受着初见的喜悦。

多吉校长指着后面那座教学楼说：“想不到

吧，30年前这里就是一片小土坡。”他满是

皱纹的手摩挲着藏式木碗，眼镜片染上了

一层雾气，我看不见他的表情，但仿佛能在

寒冷中感受到夏的欢喜。听说第一届大学

生支教团来时，孩子们在简易的木板房里

上课，冻得手都拿不住笔杆。孩子们的脸上

透出红红的云霞，风儿吹过他们额头上微

微扬起的发梢，他们的笑脸也激起了我们

心中的阵阵涟漪。窗外的风呼啸着扑打着

玻璃，忽见墙上斑驳的奖状，那褪色的奖状

里不知藏着多少代人的坚持。

推开校舍的门，两张斑驳的木桌分列

两侧，红色油漆剥落的地方露出暗褐色的

木纹，像是时光留下的划痕。以往支教团留

下的铺盖，在两张铁架床上，叠起来居然有

半米高。厚厚的墙壁，挡住了寒风的侵袭，

上面还有很多凹凸不平的油漆，像是白茫

茫的一片云彩。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孩子们的坐姿十

分乖巧，小小的头颅高高抬起。可惜语言上

的不通很快打破了双方友好接触的幻想，

就连他们口中一板一眼说出的普通话，也

带着一些神秘色彩。我们之间隔了一条河，

两队人马隔岸相望，孩子们微笑着招手让

我们赶快渡河，可我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船。情急之下我的鼻子涌出许多红色的鲜

血，多吉校长连忙把我带到办公室，倒上一

杯温水。“高原地区空气干燥，要注意多喝

水。”校长说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藏语学习

笔记递给我，上面没有署名，但能看出来是

不同的字体。从此之后我便每天烧一大壶

热水，虽然在那里水永远也烧不开，但是喝

进身体里面总是会涌上阵阵暖意。脑海中

经常会想起《菜根谭》里那句“花看半开，酒

饮微醺”，喝温水起码避免了烫嘴，我想这

应该是很大的一个优点。

夜幕悄然降临，我和同伴翻看这个学

习笔记时，忽然摸到了床单上的针脚，那些

歪歪扭扭的补丁里，藏着多少个彻夜难眠

的夜晚呢？那夜，我也和星星在对峙，迟迟

没有进入梦乡。

厨房里的米饭散发着焦香味，顿珠一

路小跑着喊我们过去吃饭。他是我认识的

第一个藏族小孩，也是班里普通话说得最

好的一个，从此班级里的翻译官就有了人

选。困难总是在实践中发现，随之而来的还

有办法的显现。我们自行编写了双语教学

方案，每天和课代表一起加紧训练班里孩

子们的普通话。他们刚开始会因为口音问

题而害羞、发笑，但当我们也蹩脚地说起藏

语时，孩子们便勇敢地大声表达了起来。在

这所小小的学校里，我们都是学生。当书本

慢慢泛黄，纸边悄悄卷起的时候，我们也找

到了建造船只，乘船过河的办法。

我们开始教孩子们用汉语写诗。扎西

在纸上写道：“风是草原的梳子，梳过牦牛

的鬃毛。”顿珠在一边用铅笔不停地加粗描

绘着：“我的书包里装着星星，因为老师说

知识会发光。”当这些诗句被贴在教室后墙

时，整个教室有了别样的春光。

某个清晨，我发现有人在诗旁边画了

幅《星空下的骏马》，3匹骏马上骑着 3个戴

眼镜的人。我想那一定是扎西画的，扎西的

阿爸是这片草原上最后一位制作马鞍的匠

人，我总听见他骄傲地提起自己的父亲。那

为什么把我画得这么胖呢，我不解地戳了

戳他。“胖了就不会生病了。”扎西笑了笑，

不好意思地跑开了。我看见他瘦小地身子

越跑越远，扎西还不时回头看我，露出质朴

的笑脸。在他们纯真的脑瓜里，总认为吃饱

和减少高原反应是成正比的。

5 月的草原泛着青灰色的冷意，我们

带着孩子们去湟水河边采集标本。顿珠背

着竹篓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的藏袍下摆

上插着草籽，辫子的最顶端别着一朵萎蔫

的格桑花。我踩着碎石路，听到背包里晃荡

的声响，那是孩子们早上出发前硬塞给我

的鸡蛋，足足有 20多个。

“老师快看！”扎西突然指着远方的山

峦。云层裂开一条缝，阳光像金灿灿的哈达

铺在神山顶上。孩子们的影子在草地上拉得

老长，像是长长的一串经幡。我举起相机，相

机里出现的是格桑花的光斑，我恍惚觉得那

些曾经的支教老师们，是不是也在这样一个

位置，用一个姿势，拍下同样的风景？

实验室设在一座空房子里。我们用搪

瓷盆当显微镜载物台，将湟鱼鳞片放在阳光

里观察。顿珠突然用藏语说了句什么，孩子

们都笑了起来。“他说鳞片像阿妈打的酥油

茶。”扎西翻译道。昂布抬头把鳞片贴在额头

上：“这是山神的镜子！”我望着那些闪烁的银

片，突然明白教育不该是生硬的移植，而是

让知识在高原的土壤里开出自己的花。

雨季来临，校舍里的几处有小小的漏

雨。我们用塑料布盖在床铺上，依次在漏雨

的地方摆上接水的陶罐。我听到陶罐叮咚

作响，像有人在敲古老的藏铃，破洞里漏进

来的月光照在孩子们的黑板上，上面歪歪

扭扭的字体显得十分可爱，仿佛伴随着晃

动的光线在跳舞。多吉校长听到声音披着

氆氇进来，往屋子的火炉里添了几块晒干

的牛粪，热了一大锅热水。那是非常环保的

燃料，我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藏族

人民的淳朴，是雨季里明媚的诗。

祭海节很快就到了，我们跟随乡亲们来

到青海湖边煨桑。煨好的桑台上腾起袅袅青

烟，孩童们将糍粑撒进湖中。顿珠的阿妈塞

了一块奶渣到我手里，用生硬的汉语说：“老

师，吃。”咸香的奶渣在尖尖的舌头上化开，远

处的湟鱼跃出水面，将蓝天白云的倒影搅得

七零八落，祈福的话语无数次地记在耳边，

仿佛多说几句，就真的能让山神听见。

离别前的最后一课，我们教孩子们唱

《在希望的田野上》，30多个孩子的声音混

在一起，像湟水河的浪花在奔腾，唱到“我

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时，顿珠突然用

藏语接了下来，两种语言在教室里交织成

了彩虹。窗外格桑花盛开，飘落在孩子们课

本上的粉白花瓣飘落在课堂上。

收拾行李时，我在枕头下发现了一叠

画纸，每张纸上都画着 3个戴眼镜的人，有

的在批改作业，有的在给孩子喂药，有的在

修补书桌。最后一幅画的是 3个藏族小孩，

他们手持画笔，在认真答题、在努力做操、

在庄严的国旗下端正敬礼。教室的四周画

满了格桑花，我攥着画纸找顿珠，他低头踢

着石头：“老师说过，知识是不会断的。”我

蹲下抱住他，闻到他头发里的酥油香，听到

远处的红旗在风中哗啦啦作响。

吉普车发动的时候，孩子们追着车跑

出很远，激起的黄土烟差点淹没了孩子们

的脸。扎西抱着我们送的书包，顿珠和孩子

们用力地和我们挥手。后视镜中，学校的校

舍渐渐变小，最后在草场上变成了一片漆

黑的斑点。我摸出保温杯，杯底放着几片花

瓣茶叶，一定是某个孩子偷偷放进去的，网

上募捐的文具崭新地摆在讲台前，和那本

泛黄的笔记一起留在那儿了。

回去的路，我点赞了校长微博的那条

置顶，“人会老去，花儿会枯萎，但是一茬接

着一茬，总有人会再踏上这片土地的，就像

格桑花儿年年都会开放一样。”

风从青海湖吹来，带着一丝咸湿的水

汽味，那些刻在记忆里的日夜晨昏，早就在

脑海中开出了夏花。青春是一粒埋进土里

的种子，而高原的风记住了它抽枝发芽的

模样。

把青春种进西边的风里

穆热迪力·麦麦提明（24岁，维吾尔族）
华中科技大学学生

伊犁河谷的 3 月，薰衣草尚未成海，

但杏花已如云霞般铺满河谷两岸的山坡。

在这片被天山雪水滋养的土地上，我喜欢

穿行于巷陌间，感受传统维吾尔族建筑的

独特风格，和融进街头巷尾空气里的风土

人情。

漫步在驼岭公园的小路上，回想刚刚

来到这座边疆小城时，这里还是薰衣草的

紫色海洋，转眼杏花已经开始散发香味。

在伊犁，在新疆霍城县江苏中学的校园

里，原来我已经迎来了第四个季节。想到

这里，心中的喜悦与幸福油然而生。

一年前，还在华中科技大学作为一名

大四学生的我收到了一封信，写信人是

霍城县江苏中学高一年级的一名学生。

“我们名字中都有个‘迪力’，真不知道

我们会以怎样的方式遇见。”拿起信封

的那一刻，还未开始动笔，我就开始畅想

未来。

2024年 7月，我来到了霍城，尽管是

一名土生土长的新疆人，但我还是第一次

来到这座“薰衣草之城”。我和队友们都

很快喜欢上了这座将要迎来我们人生新角

色的花园城市。走进江苏中学的校园，我

成为了高二年级的思想政治老师。我还记

得第一次走进班级前，正当自己一边组织

着站上讲台后的第一句话，一边焦急地等

待上课铃声时，孩子们眼睛里探出的好奇

和热情的笑意，帮助我迅速打消了紧张。

我们一起很顺利地完成了“开学第一

课”，我拥有了自己的学生，也成为了他

们口中的“小穆老师”。

下课后，我很快拿到了课代表交给我

的花名册，一个熟悉的名字吸引住了我，难

道这是那名学生？我和我的笔友成师生了？

不可置信的错愕与感动同时向我袭来。

当确认他就是那名学生后，我并没有

急着相认，只是在一次课后与学生们分享

自己的大学生活时，讲起了这段故事。虽

然我没有道出他的名字，但当我讲完后他

一直看着我，很显然他也知道了。此后，

在我的课堂上他变得比从前更加乖巧，也

很喜欢和我互动。此前我只能通过书信给

他加油，而现在，我想为我的这名学生做

更多的事。

正在我惊喜于这段奇遇时，却很快迎

来了教学的“当头一棒”。我发现自己无

论讲得多么带劲，举多么生动的例子，课

上总有学生开小差甚至深陷梦乡。我以为

我讲得很好，学生们却都逃之夭夭，这让

我陷入了迷茫。“不，我不能投降！”我开

始了复盘，哲学原理毕竟是枯燥的，也难

免让学生乏味，我不能只是以自己的视角

要求他们。如果能够将理论与他们的生活

结合，用故事带理论，以家乡事激发他们

的兴趣，会不会效果更好？

于是，我开始收集素材，打磨课件。

“晃晃村是利用自在事物的联系建立人为

事物的联系取得的成功”“薰衣草的种植

很好说明了事物发展的道路是曲折的，前

途是光明的”“丝绸之路见证了文化的交

流与交融”……从前的“一言堂”渐渐被

学生们的互动和欢笑填满。

“这里的孩子们像蒲公英，只需要一

阵风，就能让他们的梦想飞向远方。”带

着这样的想法，我为他们开设了“看电影

学创作”第二课堂。我没想到选课通知一

发布，50个名额迅速被抢空。“老师，给

我们讲讲蒙太奇吧！”“老师，电影的色彩

运用和平常摄影有何异同？”在第二课堂

上，学生才是主角，我希望自己讲得少一

点，让他们的思考多一点、深一点。

结课后，欣赏着他们创作出来的 《那

年那事》《暂停》《九种人类》等一个又一

个脑洞大开的故事，我很开心也很欣慰。

尽管受制于时间太短，学生们学业又太满

等原因，最初想带他们拍微电影的想法

并没能实现，但他们的喜欢和收获还是

给了我继续下去的力量。“电影是向梦想

奔跑的背影，我相信你们的未来不是

梦”，这是我的结课语，也是最想传递给

他们的信念。

平时，我不仅要给高中生们上课，还

常常走进社区和乡镇中小学带小学生们开

展各类科普活动。积累了学校的教学经验

后，我开始更加注重从学生角度出发，将

“我要讲”转为“我们一起讲”，非教学课

堂的形式也给了我更加自由的发挥空间。

2024 年 12 月的一次课上，从甲骨文

讲到语音输入，从电影 《长安三万里》到

现代小诗 《我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小朋

友们听得津津有味，我也越讲越有幸福

感。我还带他们一起给 《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 配音，有个二年级的小男生很积极，

但面对字幕上时不时出现的生字时还是卡

壳，我就带着他一个字一个字地过。活

动结束后他和我说：“老师，我很喜欢今

天的课堂，特别是配音，我一定会好好

学语言，下次表现得更好。还会有下次

吗？”我说：“只要你们喜欢就一定会有，

老师相信你一定可以的，期待你下次的表

现哦。”

作为一名出生在塔卡拉玛干大沙漠边

上绿洲小城、又在疆外求学后归来的支教

老师，我像自己的学生们这么大时，总觉

得梦想在雪山那边。现在我才明白，最美

的花永远开在自己为之坚持追寻、不懈耕

耘的成长中。

新疆是个好地方，诗画伊犁更是处处

花海，而在我心中，这里最美的花儿是我

的学生告诉我的、他们心中的未来。曾几

何时，我也被一群老师点亮，看到了远山

外的风景，而现在我想陪着自己的学生一

起眺望、一起憧憬、一起追梦。

每一颗种子都可能长成最鲜艳的花

朵，散发最迷人的香气，而我想做的就是

在这片花海中当好一名“护花人”，播撒

爱与希望，用信念的阳光和知识的活水灌

溉他们，帮助他们发芽长枝。然后，静候

花开，美好自来。

在伊犁的花海 静候最美的花开

吴子杰（22岁）
西安交通大学学生

来到拉萨，朝圣，是一件不得不提的

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

心向往之”，我愿称这一年的支教是一场

盛大的朝圣。

一场说走就走的支教

22 岁，大 学 ， 此 生 必 去—— 无 数

青春热血的名词叠加在一起，让我决

定踏上 G318 国道，将这一年支教的目

的地定位在这座雪域圣城——拉萨。我

踏进了不一样的充满着浓厚藏族文化的

高原明珠，街上遍布的藏族文字，耳边

传来陌生的藏语，抬头就能望见的布达

拉宫，以及身边路过的朝圣者……这座

城市、这个地区的一切似乎都让我感到

神秘。

这一学期的支教生活中，我负责高二

年级两个班的英语课程教学。短短一学期

的支教，我向着心目中完美老师的模样进

发，课前认真备课、课堂用心讲课、课后

复盘说课，积极鼓励每一位学生。每一份

笔记、每一个重难点，我都会去教导学生

如何使用、克服。

起初，我对支教的理解仅停留在教好

课堂知识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

多的同学愿意与我攀谈，愿意和我交心，

这让我开始重新思考支教的意义，思考如

何与同学们建立起亦师亦友的桥梁与纽

带。我希望用这一年短暂的时间，告诉同

学们不要纠结在眼前的一片树叶，要学会

抬头，要学会自爱，并不是所有委屈和困

难都有人帮忙解，有时候需要自己内化于

心。我也想和他们讲述，从 18 岁到 22
岁，我独自在西安这座历史厚重的城市

中，所遇到的事、走过的路；告诉他们我

用无数个通宵的夜晚，躺在钱学森图书馆

门口的石碑上权衡利弊走下来的道路，其

中有多少黄土，又有多少洒水车激起的彩

虹。

课堂上，我和同学们谈论文化差

异，讨论寓言故事，拓展学科素养，描

绘大学图景。希望在他们没走出高中这

块纯真的地方之前，能够真正懂得不负

韶华、珍视未来。同学们会问我，“吴老

师，明年你走了以后咋办呀？”我每次都

会回答，“这一年的事你们不必时常怀

念，你们不用成为我，你们要超越我，

要青出于蓝”。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意

义，不在于把同学们都塑造成一个模子

刻出来的样子，而在于让大家绕开我没

绕开的，让大家看到我没看到的，直到

远方。

中国结，民族大团结

犹记得我第一次走进课堂时，同学们

最先注意到的就是挂在我背包上的中国结

挂件。下课铃一响，几个同学围到讲台前

迫不及待地问：“老师，您这书包上红绳

挂件啥来头啊？肯定很有意义，快给我们

讲讲呗。”我把中国结取下来，放在掌心，

向同学们解释道：“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

统饰品——中国结，它不仅颜值高，还承载

着中国人对如何为人处世的思考，代表着

团圆、幸福，更是咱们各民族心连着心的象

征。不管时代怎么变，这份团结永远不变。”

同学们一听，顿时来了兴致，你一言我一语

地喊着要学做中国结。

为了帮同学们实现愿望，我拜托在西

安交大的朋友准备了手工红绳和印有交大

元素的书签，加急寄到拉萨。当我抱着包

裹走进教室，和同学们说这节美育课咱们

做手工的时候，同学们就像收到了惊喜派

对的信号，欢呼声传遍了整个楼层。

我把红绳和书签分发给大家，开启了

这场有趣的手工之旅。一开始，纤细的红

绳在同学们手中就像调皮的小精灵，怎么

都不听使唤。有的同学不小心把绳子弄成

了一团乱麻，急得鼻尖都冒了汗，有的孩

子心灵手巧，手把手教起身边的同学来。

擅长手工又“社牛”的同学更是直接站到

讲台上，开启了直播带货式的讲解：“家

人们，看清楚，这一步超关键，绳子绕个

圈，然后轻轻一拉……”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大家分组协作，交流声、笑声交织

在一起，奏响了好一派青春热闹的乐章。

随着一个个形态各异却饱含心意的中

国结大功告成，我走上讲台，拿起一个中

国结，提高音量说：“同学们，这个中国

结就像咱们班一样，每一根绳都是独一无

二的我们，不管是擅长歌舞的藏族小伙

伴，还是心灵手巧的汉族同学，又或是有

着别样才华的其他民族朋友，只有紧紧抱

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能编织

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绚丽未来，这就是民

族团结的力量，它就在我们手中，更在我

们心间。”

那天，教室窗外的阳光依旧灿烂，洒

在同学们满是笑容的脸上，映照出他们手

中中国结的夺目色彩。像这样的时刻还有

很多，在耕地劳育中体会伟大文明如何从

深厚国土中孕育，在布达拉宫前升国旗体

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校园

广播站传播“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

事”……我深信，这份青春里的团结记

忆，会如同一颗颗闪耀的星星，镶嵌在他

们成长的天空，指引他们为建设美丽家

乡、强大祖国而努力奋斗。

在拉萨的日子既显得漫长又那么短

暂，于我而言，支教生活是我生命里唯一

一年同时拥有老师和学生的双重身份，也

是我第一次如此长时间地，在这样一个饱

含秘境色彩又充满理想的青年城市，奉献

我的 22 岁。于我的学生而言，这是他们

迈向人生关口，纯真而向往社会的热烈年

纪，是他们可能通过我，了解到一些不一

样的世间色彩，打破一些幻想，又建立一

些新的理想的一年。这一年里，每一天都

是我和同学们相处的特殊时刻，他们的一

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是在平行时空下再

难完美相交的有且仅有，在未来的某一天

变成他们的生活“解集”。

我来我见 群山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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