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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深化萧山——康定东西部

协作情谊，7 月 18 日至 24 日，共青

团康定市委组织 70 余名康定市优

秀青少年代表，赴浙江省杭州市萧

山区，开展为期 7 天的“浙里石榴

红”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

在浙江大学，同学们漫步百年

学府，沉浸于浓厚的学术氛围和独

特的校园文化，深刻感受名校底

蕴；走进国家重点实验室，“这里就

像‘魔法屋’，原来科学离我们这么

近！”康定市贡嘎山小学丁真央珠

的惊叹道出了大家的心声，近距离

接触的前沿科技成果点燃了高原

少年的科学梦想。

在杭州低碳科技馆，生动的环

保实验与新能源展示，让“绿色生

活”理念悄然扎根心田；中国动漫

博物馆的光影世界，则展现了创意

产业的无限魅力。同学们还走进浙

江长龙航空，系统了解我国航空航

天发展史，参观机舱模拟仓、AOC

运行控制中心等核心区域，化身

“小小飞行员”学习航空知识，激发

了探索蓝天的热情。

在岳王庙“精忠报国”碑前，同

学们聆听岳飞抗金的英雄事迹，爱

国情怀油然而生；在钱学森故居，

近距离了解这位科学巨擘的生平，

感悟其赤诚报国的奉献精神。小营

红巷的历史文化探访，增强了大家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自信。漫步西

湖苏堤，同学们沉浸式领略世界文

化遗产的秀丽风光，感受江南水乡

的诗情画意。多元的“行走课堂”，

为康定青少年打开了认识世界、感

知时代的新窗口。

本次活动最温暖动人的场景，

是康定与萧山两地共126名小学生

的深度互动联欢，生动诠释了“中

华民族一家亲”。联欢会上，康定学

子身着绚丽的木雅藏装，献上热情

奔放的民族舞蹈，向江南伙伴展示

了雪域文化的独特魅力；萧山少年

则以铿锵激昂的《少年中国说》朗

诵，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少年的志

向与担当。当熟悉的《圣洁甘孜》旋

律响起，两地师生心手相连，自发

围成同心圆，共跳欢快的锅庄舞。

互赠礼物环节，康定学子献上

洁白的哈达和馥郁的藏香，承载着

来自雪域高原最纯净、吉祥的祝

福；萧山伙伴回赠精美的丝绸和别

致的文创，传递着江南水乡的温暖

心意。

康定市团委带队负责人深有

感触地表示：“这次研学活动意义

深远。它不仅让我们的师生实地感

受到了东部发达地区的蓬勃活力

和先进理念，更通过‘看、听、学、

交’的立体化体验，为康定的青少

年搭建了一座认知广阔世界、增进

‘五个认同’的宝贵桥梁。7 天只是

一个美好的开始，我们要让这份山

海情谊深深扎根、茁壮成长，结出

更丰硕的果实。”

李吉志 文/图

山海相连一家亲
童心交融绘新篇

康定市青少年赴杭州市萧山区开展交往
交流交融活动

坚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本报讯 为引导青少年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增进浙川

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7月17日至23

日，由共青团理塘县委牵头，浙江

省杭州市钱塘区与四川省甘孜州

理塘县的30名青少年代表及教师，

开启了为期7天的“手拉手”研学交

流活动。

此次活动以成都、康定、泸定为

主要研学地，通过文化体验、知识拓

展、红色教育等多元形式，搭建起两

地青少年跨地域交流的桥梁，续写

浙川协作帮扶的青春篇章。

本次研学行程精心设计，兼顾

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在成都，两

地青少年共同走进川菜博物馆，探

寻三千余年巴蜀饮食文化的密码，

亲手制作熊猫蒸饺、军屯锅盔，在

烟火气中感受“川菜之魂”的匠心

传承；在成都博物馆与三星堆博物

馆，从商周青铜神树到明清皮影艺

术，从“沉睡三千年”的古蜀秘宝到

近代民俗风情，文物无声诉说着中

华文明的多元一体；在大熊猫繁育

研究基地，青少年们通过观察熊猫

起居、聆听演化历史，深入了解濒

危物种保护的重要意义；武侯祠

内，三国文化的忠义智勇与脸谱绘

制的创意表达相结合，让传统文化

在互动中焕发新生；在泸定桥，青

少年们踏上13根铁链组成的桥面，

在讲解员的讲述中重温 1935 年红

军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感受“勇士

精神”的时代力量；泸定桥纪念馆

的沉浸式教学，让“坚定信念、团结

奋斗”的长征精神深深扎根两地青

少年心中。

结营仪式上，两地青少年以歌

会友、以舞传情。理塘学生身着藏

装跳起锅庄舞，钱塘少年带来现代

舞表演，不同风格的艺术表达碰撞

出友谊的火花。互赠礼物环节中，

甘孜的手工饰品与杭州的丝绸书

签相映成趣，承诺将这份跨越千里

的情谊延续下去。“第一次来到四

川，第一次踏上甘孜的土地，泸定

桥的铁索带着历史的温度，康定的

歌声里藏着雪山的清澈。7 天的结

对研学和共同合作，让我们读懂了

‘三交’不只是距离的跨越，更是心

与心的靠近——原来在不同的山

河里，生长着同样热烈的青春。”杭

州市下沙中学学生吴雯萱参加完

研学活动后感慨地说。

普错扎西 叶强平

传承红色基因
赓续红色血脉

理塘钱塘两地青少年“手拉手”共赴研学之旅

两地师生共跳欢快的锅庄舞。

本报讯“八五”普法五年来，白玉

县 5.9 万名各族群众对法律法规的知

晓度、法治精神的认同度、法治实践的

参与度显著提高，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蔚然成风，该县法治底色更足。

白玉县坚持以提升公民法治素养

为重点，以提高普法针对性和实效性为

工作着力点，秉持“农牧民群众的法治

需求在哪里，社会治理的薄弱环节在哪

里，法治宣讲就跟进到哪里”的原则，开

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法律七

进”、全覆盖法治宣讲“浸润”行动、法治

四川行“一月一主题”等主题法治宣讲

活动。该县司法局牵头开展各类“接地

气、冒热气”的法治宣讲活动562场次，

覆盖15.4万余人次，发放法宣手册、制

品等16.8万余份，刊发、转发各类宣传

信息350余份，浏览量达5.9万余人次；

按照“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各乡

镇、各部门牵头开展法治宣讲活动

1000余场次，覆盖14.1万人次，发放法

宣手册、制品13.5万余份，法治宣传润

泽调解、满足多元需求、护航社会长治

久安的作用愈加明显。

坚持以精准法治赋能助力乡村振

兴，以“比武提能”组强白玉籍“洞嘎

波”法治宣讲队，秉持“精心选、精细

育、精准用”的原则，通过融入“一核三

治”基层治理格局，培育78户“学法用

法示范户”，培养 868 名村（社区）、寺

庙“法律明白人”，创建3个村为“民主

法治示范村（社区）”。其中，赠科乡依

里村、建设镇河东社区为全国“民主法

治示范村（社区）”、章都乡戈德村为省

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成立“甘

孜绿芽 盛德在木”未检女子团队，组

建51名在册的白玉法治宣讲人才库，

开展 25 场次的专项法治人才培训活

动，评选 10 名“十佳金牌法治宣讲

员”，选配11名法治副校长，全县2600

余名国家工作人员在线学法，法治人

才参与平安白玉、法治白玉建设能力

显著提升，县、乡（村）基层法治力量愈

加厚实。

深挖具有白玉文化的法治元素，

以法宣活动向阵地下沉，增加与群众

的互动率为出发点，建设赠科乡依里

村法治文化阵地、白玉县青少年法治

教育基地、白玉县法治文化广场 3 处

标志性法治打卡点，为乡村、学校、广

场赋予新的法治生命力。其中，赠科乡

依里村建设“法律明白人”实训基地，

为培养辖区村（社区）、寺庙法律明白

人提供便利，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助

力 3000 余名师生提高尊法学法用法

守法意识，法治文化广场择选 5 起涉

藏地区、县域内典型案例上墙释法析

理，法治文化阵地发挥寓教于乐式普

法作用，使法治融入生活。

梁露 白玉县司法局

写好甘孜之治的白玉篇章
白玉县“八五”普法取得实效

讲述甘孜好故事 传递甘孜好声音

用行动诠释教育者的初心
与使命

1994 年 3 月，傅霞怀揣为人教

师的梦想，不顾家人的反对，执着走

上幼儿教师岗位，要知道，在那个年

代，去幼儿园教书被人们认为给别

人做保姆，待遇不高，找寻不到身为

人师的自豪与喜悦。在那种社会不

认可，家长不支持的境遇里，她没有

放弃，选择坚持。简陋的校园、破旧

的教室、凌乱的桌椅，这里就是她幼

儿教育之梦开始的地方。

初入幼教行业时，面对教育资源

匮乏、教学条件艰苦的现状，她没有

退缩。白天，她全身心投入到教学中，

细心观察每个孩子的特点和需求；夜

晚，她挑灯学习幼教知识，钻研教学

方法，将所学融入到实际教学中。

“长期以来，我们严把校园安全

关，坚持校园安全及教育教学两手

抓、两不误，现在玩教具多了，活动

也丰富多了，孩子们也更快乐了

……”看着孩子们嬉笑游戏，傅霞内

心倍感欣慰。

“傅园长在我们教师心中是一

个肯干、实干的人，但她更像是我们

的家人，就像我们的妈妈一样带领

我们不断地成长，为我们排忧解难。

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她总是挺

身而出，带领我们克服一个又一个

困难。”在泸定县姊妹幼儿园教师眼

里，傅霞既是园长、更像妈妈。

傅霞常说，幼儿教师这份工作

让她拥有了职业幸福感。当有人疑

惑问：“这种幸福感来自哪里呢？”她

自信地回答：“幸福就在于用心和孩

子们相处的每一个细节里。”每天清

晨，当一张张稚嫩的小脸笑着和她

问好时，她很幸福；看着孩子从衣兜

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送她的折纸时，

她很幸福；当走在街上，远远看到孩

子们兴奋的和她打招呼，她很幸福

……谈起班里的孩子，她的脸上总

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因自身残疾的特殊经历，傅霞

对特殊群体有着更深层次的理解与

同情，也因此格外关注他们的需求。

2002年，她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招聘残疾教师。王琴成为了她

园所招聘的首位残疾教师。王琴躬

着背走进幼儿园时，眼中满是不安

与期待，傅霞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这里就是你的家，我们一起为孩子

们的未来努力。”在工作中，王琴展

现出的坚韧与对教育的热情，让傅

霞倍感欣慰。然而，命运无常，王琴

因病离世，这段经历不仅让傅霞深

感悲痛，更坚定了她帮扶特殊群体

的决心。在傅霞的努力下，姊妹幼儿

园成为了特殊儿童和困难儿童的温

暖港湾。园所先后接纳了10余名特

殊儿童，包括听障、自闭症儿童等。

为了帮助这些孩子更好地融入

集体生活，傅霞组织教师团队深入

研究每个孩子的特点，制定个性化

的教育方案。对于听障儿童，教师们

学习手语，通过手势和表情与他们

交流；对于自闭症儿童，采用游戏疗

法、音乐疗法等方式，打开他们封闭

的内心世界。同时，傅霞还为 50 余

名困难儿童减免学杂费，让这些孩

子能够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曾

经自卑怯懦的一位小朋友，刚入园

时总是躲在角落里，不敢与其他小

朋友交流。傅霞每天都会抽出时间

陪伴他，和他一起做游戏、画画，鼓

励他勇敢表达自己。在傅霞和老师

们的关爱下，这位小朋友逐渐打开

心扉，变得自信活泼，还主动帮助其

他小朋友。失去母亲的陈庭玉及其

哥哥，生活陷入困境，傅霞毫不犹豫

地将他们接回家中，如家人般照料

了近两年时间。她不仅在生活上给

予无微不至的关怀，还关注他们的

学习和心理健康，让这对兄妹重新

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除此之外，她还携手泸定县公

安局开办“战时托管班”。在“十一”

黄金周期间，当公安干警们坚守岗

位，守护一方平安时，傅霞带领园所

教师承担起照料干警子女的责任。

托管班里，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

参与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绘画、手

工制作、游戏……孩子们的欢声笑

语充满了整个教室。傅霞说：“公安

干警为了大家的安全默默付出，我

们能做的就是照顾好他们的孩子，

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2020年2月17日，新冠疫情肆

虐，道孚县成为我州疫情较为严重

的地区之一。当时，物资运输困难重

重，但傅霞没有丝毫犹豫。她多方联

系供应商，筹措食用油、米面等生活

物资，用物资支援道孚。面对旁人的

不理解与质疑，傅霞说：“作为一名

党员，这是我该做的，疫情无情，人

间有爱，我想尽自己的一份力去帮

助更多人。”灾难面前，傅霞更是展

现出无私的人文关怀和奉献精神。

2022年，“9·5”泸定地震发生后，得

妥镇南头村满目疮痍，村民们面临

着物资短缺的困境。9月10日，傅霞

又一次筹集了满满一车蔬果送往得

妥镇南头村。在震后的废墟上，傅霞

同志愿者们穿梭在受灾群众中，将食

物送到他们手中，还耐心地安抚她们

的情绪。一位受灾妇女拉着傅霞的

手，眼含热泪地说：“谢谢你们，在这

么困难的时候还想着我们。”

三十余年无悔的执着与坚守

太阳的幸福，是给人以光明；月

亮的幸福，是给人以温馨；园丁的幸

福，是让每一棵小树苗茁壮成长。为

此，她努力着、奋斗着、奉献着。她对

幼儿的爱，首先表现在对幼儿的尊

重、理解和期待。她是热爱幼儿的老

师，她毫无保留地向幼儿献出自己

的精力、知识。

三十余年无悔的执着与坚守，

傅霞用炽热的心温暖幼儿心房，用

无私的爱耕耘孩子的梦想。她是教

师们心中的好园长，更是家长们心

里的“好妈妈”，孩子们都亲切地称

她为“园长妈妈”。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多年来的

坚守与付出，傅霞赢得了社会的广

泛认可与赞誉。2017年4月，她获评

甘孜州“优秀农民工”；2018年5月，

她的事迹登上《甘孜日报》，让更多

人了解到她的感人故事；2022年10

月，她荣获甘孜州返乡入乡“创业明

星”称号。然而，这些荣誉并没有让

傅霞骄傲自满，反而成为了她继续

前行的动力。在幼教工作中，傅霞始

终注重创新教育理念和方法。她深

知，时代在发展，教育也需要与时俱

进。她定期组织教师开展教研活动，

鼓励教师们分享教学经验，探索适

合高原地区儿童的教育模式。同时，

她积极引进先进的教育资源，结合

当地的民族文化特色，打造特色课

程。在她的带领下，泸定县姊妹幼儿

园稳步向前发展，教育质量不断提

升，全园教师从优化管理、健全制

度、完善设施、创新课程等方面进行

改革创新，成为了当地家长信赖、孩

子喜爱的幼儿园。她还十分重视团

队建设。她认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

伍是幼儿园发展的关键。她关心教

师的成长，为教师们提供丰富的培

训和学习机会，帮助他们提升专业

素养。在园所里，她营造了团结、和

谐的工作氛围，让教师们感受到家

的温暖。她经常和教师们谈心，了解

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并尽力帮助解决。在她的影响下，教

师们也将这份爱传递给每一个孩

子，形成了良好的教育生态。

“幼儿教育任重道远，我们将以

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

奋斗姿态接续赶赴时代大考，用温

暖之心做好有爱的幼儿教育，在幼

教之潮中踏出更精彩的回响。”谈到

未来，傅霞信心满怀。

三十一载幼教路 不负韶华不负心
记全州优秀农民工、泸定县姊妹幼儿园园长傅霞

◎袁飞

我国著名人民教育家陶

行知先生说过：“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师德

的最好写照。爱与责任，亦是

师德的灵魂。幼儿教师这一职

业，通常没有惊天动地的感人

事迹，只有平凡和琐碎的日

常。但就在这日复一日的平凡

琐碎中，自1994年踏上幼教

岗位，泸定县姊妹幼儿园园长

傅霞始终怀揣“良心”与“匠

心”，深耕幼教领域，用行动诠

释着教育者的初心与使命。

傅霞（左）正组织老师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