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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宁波援派库车县阳明小学校长万银巨

坚守教育情怀 爱洒南疆沃土

万银巨曾在浙江余姚市东风小学

教育集团当了8年总校长，作为一名有

教育情怀的追梦人，他选择到祖国最需

要的地方去，便来到库车县，担任阳明

小学首任校长。

对于校长这个“职业”，万银巨可算

是“老员工”了：2003年8月至2008年7

月，任职余姚市双河小学；2008年8月

至 2010年 7月，任职余姚舜北小学；

2010年8月，任职东风小学教育集团总

校长；2018年8月，肩负起库车县阳明

小学校长的使命。

寒来暑往三十载，春华秋实满庭

芳。30年来，万银巨先后收获了全国青

少年普法教育先进个人、全国环境教育

示范学校突出贡献人物、浙江省“春蚕

奖”、甬派教育管理名家培养对象、宁波

市名校长等荣誉，最近又获得了阿克苏

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称号。

荣誉的背后是汗水。2018年5月

之前，万银巨没想过自己会成为广大援

疆教师中的一员。毕竟，作为东风小学

教育集团总校长，学校的工作纷繁复

杂。然而，当获悉新疆需要一名校长去

援助时，他作为阳明文化的传播者来到

了库车县阳明小学。

库车县阳明小学是宁波市援建的

“交钥匙”项目，是库车县教育局直属的

城区公办小学，占地面积约45亩，建筑

面积约18000平方米，可容纳1600多

名学生就读，2018年9月正式开学。作

为首任校长，万银巨为给学校集聚新思

想、新规划，他领悟、汲取王阳明教育思

想精髓，拜访、请教王阳明思想研究大

家，并在库车、余姚两地间来回奔波，进

行实地调查研究，了解库车当地的教育

需求，思考阳明文化落地方案，提炼学

校办学理念。

“我接手时整个学校空荡荡的，大

到学校的功能布局、教师的选调招聘、

首批学生的招收，小到一条长廊、一间

教室、一尊塑像，我都参与其中。”9月

14日，回忆起刚到库车时的情景，万银

巨感慨不已。

如何让阳明文化在库车孩子的心

中扎下根，这是一年多来万银巨思考最

多的一个问题。在库车县阳明小学，他

引入良知教育理念，建构具有阳明文化

的新课程，做好“知行课程”的顶层设

计，探索并实施新时代背景下“歌诗、习

礼、读书、考德”四大课程，培育“有志

向、有博识、有爱心”的现代阳明小公

民，开展“阳明学子开笔礼”“阳明传习

馆开馆仪式”“阳明文化系统活动”，带

领孩子们一起上“静悟课堂”，让孩子们

了解阳明文化。在教学管理上，万银巨

思路清晰，提出在新的学年中，以“抓融

合、抓引领、抓规范”为措施，把好教育

教学、师资水平和家校联合三个质量

关。今年7月，他还策划组织库车的孩

子到余姚市开展“童心结友谊、携手悟

阳明”暑期研学活动，寻根阳明文化。

“王阳明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

家、教育家、军事家，我以前在学校的

王阳明传习馆学习过，通过到王阳明

故居——瑞云楼参观，让我加深了对

王阳明的了解。”暑假到宁波参加暑期

研学活动的库车学生卢忆彤说，她很高

兴能把书本上的知识和生活实践结合

在一起，真正感悟了阳明文化，今后她

会把自己在宁波看到学到的阳明文化

讲给同学听。

库车县阳明小学副校长杨妍说：

“来到库车后，万校长担任库车县名

校长工作室领衔人，和库车 12 位成

员一起传播教育新理念，所做的《内

涵发展，当以教育理念为先》《学校办

学特色建设的思考》等教育管理专题

深受工作室成员的赞赏；作为有着集

团办学经验的校长，他助推阳明小学

和乌尊镇小学组成教育集团，带领农

村学校一起发展。在他的带领下，库

车县阳明小学已经成为一所以‘阳

明文化’为主题、国学教育为品牌、

全面发展为目标、艺术素养为特长，

体现新疆特色、浙江水平的高标准

示范性学校。”

作为地区优秀教育工作者，万银

巨经历了援疆办学的艰辛，也见证了

库车县阳明小学的辉煌。一年多来，

他带领援疆教师擎举“阳明文化丝路

行”，以独特的文化办学和智慧办学方

式，搭建起库车、余姚两地教育的共

建、共享桥梁，引领着阳明小学在广袤

的南疆大地上扎根、开花、结果，得到

了社会各界的认可。

援疆风采

本报记者 唐华容 实习记者 刘鹏

选择援疆之路

传播阳明文化

办学方式独特

地区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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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疆进行时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张晨涓 通

讯员 马静生）近日，如鲜古丽·瓦依

提康复出院，不仅摆脱了困扰她两年

的腹痛，还将身体里的“定时炸弹”成

功除掉了。

“医生，我妈妈腹部疼得厉害，您

快给看看吧。”一周前，一名年轻女子

扶着一位老人着急地说着。当天坐诊

的是援疆专家、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副书记、院长涂建锋，他安抚好患者

及其家属的情绪后，检查发现患者右

肝内有一个10厘米×13厘米大小的

血管瘤。

考虑到血管瘤大，一旦受力破

裂，会危及患者生命，传统的外科手

术风险较大，术后恢复时间长，而且

容易对肝脏功能造成影响，涂建锋立

即召集胰腺病MDT团队专家成员会

诊。经充分讨论分析后，决定实施介

入微创治疗。介入室副主任医师姜

峰在患者右侧大腿根部切了一个3毫

米的微小孔，然后将导丝导管从股动

脉穿刺到腹腔肝动脉，再到右肝动

脉，找到供瘤血管后，经导管向瘤体

内注射治疗药物和碘化油，堵住供瘤

血管。手术历时 1小时，非常顺利。

“通过注射药物和栓塞血管，瘤体组

织会萎缩、机化，这样就能达到治疗

目的，还让患者免除了外科开腹手术

的痛苦。”姜峰说。

据了解，三年来，60名来自浙江

的“组团式”医疗援疆专家先后到地

区进行定期帮扶。上一批刚走，下一

批立马赶到，从“单兵作战”到“组团

作战”，从“输血供氧”到“造血制

氧”，援疆专家持续加强受援医院科

室建设和医疗人才队伍建设，打造

一支永不走的医疗队。2018 年以

来，援疆专家积极开展新技术、新项

目 36 项、254 例，二尖瓣置换术、主

动脉瓣置换术等 12 项技术，填补了

地区空白。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邓丽娟）“高中是‘拔苗孕

穗’期，我们要帮助学生扣

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他们

心中厚植爱国情怀，我们将

在杭派教育理念的引领下

努力为祖国培养更多更优

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9月9日，阿克苏市

高级中学党支部书记王能

靠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今年是阿克苏市高级

中学建成投用的第6年，也

是该校英语教师王世钰在

这里工作的第 6 个年头。

如今，她已经从一名大学毕

业生成长为骨干教师，她将

自己进步最快的一年归功

于师父——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援疆教师、阿

克苏市高级中学援疆副校

长段凯莉。

“我们学校每年教师节

都会举行师徒结对活动，以

前看到学校的青年教师有

杭州师父带，我很羡慕。2018年教师

节，我跟段凯莉副校长结成‘传帮带’

的对子，成为她的5名徒弟之一。一

年来，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王世

钰说，过去，她的教学方式延续了传统

“填鸭式”模式，不敢放手让学生发散

思维。段凯莉鼓励她尝试放开手，引导

和培养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

王世钰是高二英语备课组组长，和

段凯莉结对后，她汇总并提交了英语组

课表。没想到，一周内段凯莉连续两次

听了她的课。“第一次被师父听课，我吓

得心脏怦怦乱跳，生怕讲得不好挨批

评。没想到师父肯定了我的长处，对教

学方法中存在的问题耐心给我意见和

建议。第二次被听课时，我的状态好了

很多。”王世钰说。

阿克苏市库木巴什乡中学是阿

克苏市高级中学集团化办学的分校，

段凯莉和该校一名维吾尔族英语教

师结成了“传帮带”对子。王世钰说，

今年开学第二周，高二英语组到集团

校开展送教活动，段凯莉也参加了，

她传授的“同课异构”先进理念让大

家受益匪浅。

王能靠介绍，2013年，阿克苏市高

级中学的建立，填补了当时阿克苏市没

有一所独立高中的空白。建校以来，杭

州市先后派出了4期共23名教师对该

校进行帮扶，在基础设施建

设、学校内涵发展、学校特

色打造三个方面进行推动

提升。教育援疆也从单一

物质和分散个体的1.0时代

到现在的全方位、多层次、

广辐射的5.0时代。目前，

学校有教职工261人，其中

杭州援疆教师8人，在校学

生3230人。学校借助杭州

教育援疆“聚·融·创”（即

“聚合杭州力量”“融合融通

融入”“创新教育模式”）范

式，借助“青蓝工作室”“智

慧+空中丝路课堂”的“1+

1=全覆盖”的辐射功能，在

实践中不断变革优化，促使

学校援疆教育样态呈现出

由点到面的蜕变。

据了解，6年来，阿克苏

市高级中学获得各级各类

荣誉107项，国家级教育教

学奖91项，自治区级奖569

项；学生素质得到全面发

展，社团活动丰富多彩；

2016年，该校首届毕业生参

加高考，成绩位列全地区16

所高中前三名，2018年，高考本科上

线率达到83.7%。今年，本科上线率

达 85.4% ，本 科 一 批 次 上 线 率 达

26.4%，重本上线率较上一年增长五

个百分点，比上一年翻一番。该校

“青蓝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开展各级

大型教研活动30余次，组织地区级、

市级等大型教研赛事12次，派出工作

室成员赴杭学习交流26人次，成员参

加各项赛事获国家级奖8项、自治区

级奖 10项、地区级 11项，有 12人获

得全国数学联赛优秀指导员等称号，

1人荣获自治区教学能手荣誉称号。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

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

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杭州市

援疆指挥部为让杭州美好教育理念在

阿克苏落地生根，引领阿克苏市基础教

育水平整体提升、跨越发展，三年来，加

大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建设“一校四

园”，把阿克苏市多浪第一幼儿园、富阳

幼儿园、明德幼儿园、西湖幼儿园、九年

一贯制学校阿克苏市天杭实验学校和

阿克苏市高级中学一起构成覆盖学

前、小学、初中、高中基础教育全学段

的“杭派十五年美好教育示范线”，利

用杭州教育资源，从软件上支撑这几

所学校（幼儿园）成为阿克苏市乃至地

区的教育教学示范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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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团式”援疆打造一支永不走的医疗队

本报阿克苏讯（记者 牛海燕 通讯

员 魏文英）9月16日，浙江省红十字

会援建的阿克苏地区红十字应急救护

培训基地揭牌仪式在地区行政服务中

心举行。

浙江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专职副

会长陶竞出席揭牌仪式并讲话，地区行

署副专员、红十字会会长康菊参加揭牌

仪式并致辞。

陶竞表示，目前阿克苏地区红十

字应急救护培训基地配备了比较完

善的信息化设施和专业的教学设

备，可模拟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

件现场，是一个较为先进的示范性

救护培训基地。下一步，浙江省红

十字会将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红十字事业重要讲话精

神，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使命担

当，进一步加强浙江省红十字系统与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阿克苏地区红十

字会的沟通与协作，高标准、高质量开

展对口支援工作。

康菊指出，地区红十字会要充分

借助基地平台，切实把基地管好、用

好，进一步提升应急培训的标准化水

平，扎实做好“三救三献”核心业务工

作，努力打造红十字应急救护培训品

牌，切实为地区安全生产、人民健康生

活提供安全保障。

随后，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参加揭

牌仪式的人员走进应急救护培训基地，

深入了解中国红十字会的发展历程，观

摩模拟摩托车爆胎事故发生时的应对

方式、工作人员现场模拟拨打119呼救

电话及现场基本救护流程等。

据了解，应急救护培训基地由浙江

省红十字会援建，是南疆首个红十字体

验式应急救护培训基地，主要由培训教

室和体验馆两部分组成。特别是体验

馆包括红十字运动、交通安全、消防安

全等模块，可以通过“场景+情景+体

验”的教学培训方式，对地区各族干部

群众和有应急救护培训需求的人员进

行培训。该基地的投用为地区红十字

会更有效地开展应急救护培训工作，

全面提升民众特别是社区居民和青少

年学生的安全意识，提升全社会应急

处置能力，预防和减少伤害事故的发生

发挥重要作用。

浙江省援疆干部，地区卫健委、地

区红十字医院、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及

青年志愿者60余人参加揭牌仪式。

9月10日，温宿淳业电子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的工人在车间忙碌。

今年5月，浙江金华市援疆指挥

部投资在温宿县托乎拉乡库如力村

（金华新村）引进该公司，帮助当地农

牧民实现就近就地就业。

记者 唐华容 摄

产业援疆
带动就业

援疆之路

（上接一版）“他们一般从9月底干到11

月底，愿意留下来的可以在加工厂继续

干到明年3月份。”尤良英说，现在合作

社不卖原枣，通过加工厂将红枣进行加

工包装，不仅能卖出更好的价钱，还解

决了贫困人口的就业问题。

“作为‘两委’成员，我要尽自己的

责任和义务，帮扶连队的困难群众。”尤

良英说。

廖先民曾是十三团十一连居民，因

患有精神疾病，父母去世后四处流浪。

今年5月，他在兵团第六师五家渠市人

民医院接受治疗，相关单位发布信息寻

找他的亲属。尤良英见到信息后，产生

了要把他接回来的想法。“我认识这个

人，他以前是我们连队的，一个不能照

顾自己的人，如果放在社会上很不安

全，我必须把他接回来。”尤良英说。

于是，尤良英一个人踏上接廖先民

的路，由于廖先民没有身份证和户口本

等相关证件，尤良英想尽办法开具证

明，将他带回了阿拉尔。“接到他的时

候，他就穿着病号服和一双拖鞋，精神

失常，很多人不相信我能把他带回来，

我就给他讲以前连队的事，希望唤起他

的记忆。”尤良英说，在廖先民情绪稳定

之后，经过多方协调，将他送到了阿拉

尔市人民医院。

现在，在尤良英的申请下，廖先民

获得每月800元的民政救助金。

张嘎才年近70岁，是连队的一名

“三无”人员，身体残疾，生活无法自理，

靠领取低保金维持生计。为了老人有

个好的归宿，尤良英主动将老人送到

阿拉尔市养老院，并协调多个部门给

予资金救助，让老人晚年过上幸福生

活。“逢年过节我们都去看他，他很激

动，感谢党和政府让他过上了好日子。”

尤良英说。

今年8月，尤良英了解到3名大学

生家庭困难，为了不耽误他们正常入

学，尤良英及时伸出援手。“我要尽己所

能帮助困难学生，因他们有理想有追

求。”尤良英说。

尤良英告诉记者，参加完第七届全国

道德模范座谈会，她久久不能平复自己激

动的心情。“这次去北京领奖，对我来说是

一次心灵上的升华和洗礼，奖牌挂在脖

子上的那一刻，我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尤良英说，在座谈会期间，她与其他全国

道德模范朝夕相处，深入了解到每一位

道德模范最真实的事迹和他们身上的

品质，他们的言行举止，感染着自己。

“我和‘扫雷英雄’杜富国一同就

餐，他坚持用假肢吃饭。在我看来，失

去双臂就应该靠别人照顾，我也很想帮

助他。可是他却说，只有吃到靠自己努

力得来的东西才有满足感。我从他身

上看到了顽强的生命力，以及对生活充

满阳光、对命运不服输的坚强品质。还

有 86 岁的马旭，不是她给家乡捐了

1000万元让我感动，而是她身上勤俭节

约、艰苦朴素的好品质。和他们比起

来，我做的事根本不值得一提，要学习

的地方还有很多。”尤良英说着，用手轻

轻擦拭湿润的眼眶。

尤良英无私助人的品质感染着她

帮扶的对象。“今年 5月，我收到一封

学校的感谢信。”尤良英说，她曾捐助

1000 元给一位名叫吐尔汗古丽的困

难大学生，并告诉孩子这是她们两人

之间的秘密。

吐尔汗古丽就读于石河子大学，今

年5月，她从这1000元中拿出700元捐

赠同校一位患白血病的汉族学生，仅留

下300元每天吃馕、方便面，艰苦的生活

被室友发现并告诉了老师。“老师问她

为什么自己这么困难还要帮助同学？

在老师的再三追问下，她才说出钱是尤

良英阿姨给的，她可以节约点，但一定

要救同学的命。我听了这个事情后，特

别感动，我觉得这就是爱心的延续。”尤

良英说。

“以前到处宣讲我的故事，大家也

想从我的身上学到些什么。但以后，我

会把其他57位全国道德模范的故事讲

给大家听。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

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这五个奖项，

是中国道德准则的具体体现。”尤良英

自豪地说。

用爱传递社会正能量

坚持帮扶困难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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