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种“格桑花”！她们跨越 3000公里在高原援梦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山南与湖南，一个在念青唐古拉山脉之南，一个在洞庭湖之南。
从湖南出发，向西 3000 多公里，向上爬升 3000 多米海拔，就到了湖南省援藏工作队 30 年来的扎根之处——西藏自治区山南市。
1994 年，中央作出对口支援西藏的重大决定，根据中央统一部署，湖南对口支援山南地区（2016 年撤销山南地区，设立地级山南市）。在此

基础上，湖南省委、省政府安排长沙、株洲、岳阳、常德 4 个市分别对口援助山南市贡嘎、扎囊、桑日、隆子 4 县。
转眼 30 年，湖南省援藏工作队聚焦“山南所需”、竭尽“湖南所能”，全心全力全方位给予山南支持和援助，为推进山南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这支 30 年接力队伍中，一批又一批湘女教师不忘教育初心，躬耕雪域杏坛，期待“格桑花”开。
9 月 10 日，教师节。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特别专访湖南援藏女教师，听她们讲述在雪域高原师徒结对、教研教改的奋进故事……

环境和设施在不断往更好的

方向转变，而援藏老师们教书育

人的初心也从未更改。

“在山南，我们有共同的目

标：要让这群祖国边疆的花朵茁

壮成长。”进藏前，刘立娟是长

沙市雨花区枫树山小学的一名语

文教师；进藏后，她成了山南市

第三小学的一名汉族班班主任。

西藏的孩子考学压力非常大，从

小学考入内地开设的“西藏班”，

竞争甚至比高考还要激烈。而刘

立娟所任教的“汉族班”，曾是

五年级里的“烫手山芋”，各科

成绩都排名倒数，没有哪位老师

愿意主动接手。

重担压身，刘立娟只能付出

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她早

起晚归地陪着孩子们一起自习，

和任教老师们磨合，一起教研、

交流。哪怕放寒假了，她也和孩

子们进行一对一的线上指导，和

他们一起做试卷、写资料、打卡

背诵朗读。

来自远方的呼唤

9月10日，教师节。丁红朵

又收到了孩子们给她送来的信

笺、卡片和花，她一一收藏起来，

打算好好保管，带回长沙。

作为湖南省第十批援藏工作

队教育组成员，丁红朵两年前来

到山南市第三小学任教信息科

技，她的初心和大多数来此的援

藏教师一样，听到了来自祖国边

疆的“呼唤”——30 年来，湖南

省持续派遣教育人才，全心、全

力、全方位给予山南支持和援助。

丁红朵和队里的老师们，听

早期援藏的前辈们描述过 20 多

年前初抵西藏时的状况：铁路

都还没开通，要从青海的格尔木

坐大巴车，一路流鼻血、呕吐、

头疼着进藏；到了学校，大多是

低矮透风的教室，高低不一的

课桌，更别说什么篮球场、实验

室……

“要让这里的孩子享受到良

好的教育，为湖南与山南碰撞出

火花。”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善

山南的教学条件。

于是，1996 年，山南市第

三小学、贡嘎县农村实验中学

等一座座援建的学校拔地而起。

光是湖南第九批援藏队，就投

入援藏资金和争取计划外经费

6535万元。大量教育资金的投入，

让山南教育的软硬件条件更上层

楼。山南市三小的文化墙，三高

的智慧校园，贡嘎县农村实验中

学的教研楼……教学环境焕然一

新，极大地提升

了对口支援学校

的文化氛围和信

息化、现代化水

平。

“ 我 们 这一

批老师来以后，

学校在原有机房

的基础上，又新

建投入使用一个，每个机房里

配备 50 台电脑，方便我们给孩

子上信息科技课。”丁红朵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不仅如此，

如今的山南市第三小学，年久

失修的广播系统、监控系统恢

复一新；针对小升初毕业考试

需求，配备电子阅卷系统；全

校教师人手配备台式办公电脑，

保障教育信息化等，一代又一

代的援藏工作队为学校乃至整

个山南市带来了新气象。

让“格桑花”尽情绽放
“长时间伏案工作，我的眼

睛经常泪流不止，腰也常常痛得

直不起来。尽管过程充满了辛酸，

但我仍希望这是值得的。”功夫

不负有心人，刘立娟的认真教学

收到了良好反馈。一个学期，孩

子们的成绩实现了逆转，各科都

在年级前列；后来，又做到了各

科年级第一，远远超过其他班

级；2024 年，整个山南市汉族

班 31 个考入内地的学生里，刘

立娟的班里就有 23 个。

湖南老师与山南学生们双向

奔赴的故事，在山南的这些年正

不断上演。刘立娟收到过孩子

用糖纸折成的蝴蝶，也听过他

们在作文里表达的真心。“一次

课上，我教学生们用‘多么……

多么……’造句，一个男孩举手

回答的是：‘刘老师，你是多么

温柔可亲，多么耐心细致，就

像我的妈妈一样。’”学生们表

达爱意的方式纯朴，这也许是刘

立娟们扎根雪域高原最大的动力

之一。

30 年来，一批批湖南

教师奔赴山南，他们来自

长沙、株洲、岳阳、常德

……他们把山南当成“家”，

把自己当成“山南人”，为

雪域高原播下优质教育的

种子，留下了一支支“带不

走”的教师队伍。

除了当班主任，刘立

娟还是山南市小学语文兼

职教研员、山南市第三小

学语文组组长。她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援藏老

师们不仅要做好教学，更

重要的工作就是“传帮带”。

一次，一位同校的语

文老师打算参加一场自治

区的语文教师教学比赛，

找到刘立娟寻求指导。于

是，刘立娟咨询了雨花区

的老师和专家，结合山南

的现状，帮助他认真修改

教学设计、调整教学环节。  

“尽管他最后没能拿下

一等奖，但他也经历了一

番磨炼，成长为了一名优秀

的青年教师，今年被破格

提拔为学校的教务主任。”

援藏教师们架起了一

座湖南与山南教育沟通的

桥梁，将湖南的教学经验

传播、推广开来，辐射带

动山南本地教师成长。

“针对山南市教学的薄

弱环节，我们各科老师会

和湖南各地学校的名家老

师进行沟通，在定期举行

的援藏教师示范课上进行

展示、教学。”不仅如此，

湖南省援藏工作队还积极

推进教师队伍提升工程，

推动援藏教师与本地教师

真诚相待、破除成见、消

除隔阂。

援藏教师牵头组建“精

品学科”工作室（小学数

学），常态化开展校内教研，

并开展送教下乡，促进更

多学生提升数学成绩，并

纷纷应邀为西藏各市“国

培计划”授课。

正是每一位援藏教师

的倾情帮扶、用心辅导，

当地教师队伍迅速成长，

教学水平日益精进，山南

的教育事业也经历了一番

沧桑巨变。近年来，湖南

累计投入资金约 4.6 亿元，

选派教育行政管理干部和

教师共 249人到山南支教，

共组织 7 批次 112 名山南

教师赴湘跟岗培训，为当

地建强师资队伍，让西藏

学生收获更美好的未来。

格桑花身躯虽小，却

努力在狂风冰雪中积极向

上。一批批来自湖南的园

丁倾囊相授，让雪域高原

的“格桑花”向阳生长，愈

发灿烂。

留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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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红朵为学生授课。

刘立娟（左四）和学生们。 刘立娟留下与学生们的珍贵瞬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