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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经山

陈经山是江苏省淮北中学的

一名政治教师，被誉为“红色教育

的领跑者”。从 2002年“单车千里

走长淮”开始，他开展了“铁流千里

慰忠魂”“徒步千里洪泽湖”“天岗

湖畔访英雄”等一系列体验式爱国

主义教育活动，将爱祖国、爱家乡、

爱人民的情感深深地融进了“80
后”“90后”直至“00后”的血液。

17年来，他一个人先后带领一千余

名学生顶着骄阳、冒着雨雪，徒步

行走 40000多华里，使参与其中的

学生深受教育和感染。他还先后

捐助特困生 220多人，多次带领学

生赴敬老院慰问演出并向孤寡老

人捐款捐物。

钱维胜

钱维胜是泰州市大泗学校的

副校长，皮肤黝黑、两鬓渐白的他，

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好几岁。

2014年 8月，他主动申请并通过选

拔，远赴拉萨江苏实验中学支教，

成为江苏省第一批援藏教师。几

年来，他三度援藏，虽然常常药不

离身，仍在雪域高原的三尺讲台上

默默坚守，守护着藏区孩子的求学

梦。钱维胜在作出这一选择前也

有犹豫：年迈多病的父母怎么办？

正在读高中的孩子怎么办？思虑

再三，钱维胜还是决定：去，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

黄河

黄河是苏州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教授、苏大嵌入式仿生

智能研究所副所长。他始终牢记

教师是第一身份，教书是第一工

作，上课是第一责任，曾荣获 2017
年度“苏州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

称号。他是一位“硬核”科研工作

者，率领科研团队的教师们取得了

不俗的成绩：研发出一种新型交通

流量收集与估计系统，在不记录任

何车辆标识信息的情况下，准确估

计出在不同时间多次经过某个路

口，或同时经过多个路口的车辆

数；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一种能够

实时估计出高速网络中持续出现

的 IP地址数量的数学方法，可快

速、准确地定位和防御隐秘的低速

DDoS攻击者；在网络流量统计领

域，黄河团队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

成果，已初步与公安部第三研究所

达成产学研合作意向。

葛盛

南京紫东实验学校地处南京

玄武区和栖霞区交界处，在这里

上学的有住在附近的孩子，也有

新市民的孩子。为了能走进孩子

们的内心，了解他们的原生家庭，

“90后”教师葛盛总是利用寒暑假

或者节假日去学生家聊天，有时

也会下课来个“突然袭击”，开车

把学生送回家，顺道来个家访。

工作 4年来，葛盛走访了近 100个
学生家庭，总路程 2000公里，写出

了 10万字的日记。他说，“作为老

师，每走一户家庭，每走一步，都

是一段美好的经历，通过家访，才

能看到学生背后的故事。”

蔡金龙 徐维兰

远在万里之外的新疆察布查

尔县，有这样一对来自盐城的教师

夫妇，他们甘愿舍弃内地的舒适生

活，毅然来到西北边陲支教，为这

里的孩子带来先进的教育模式。

丈夫名叫蔡金龙，是盐城市一中的

一名物理教师；妻子徐维兰，同样

来自盐城市一中，是一名数学教

师。在察布查尔的日子里，他们写

下了几百篇日记。夫妻俩互相启

发、互相勉励，通过一系列实践，探

索出“低起点、小循环、多反馈、高

要求”的教学模式，在不增加学生

负担的情况下，在提高学生的能力

和成绩上下功夫，使不同层次的学

生都能有所发展，有所进步。在他

们的教导下，学生的精神面貌、学

习习惯和行为习惯，都有了明显的

好转。

“2019江苏教师年度人物”提名人选

电已走进千家万户造福人类，其
背后的五大环节“发、输、变、配、用”无
不凝聚着众多科学家、工程师的智慧
与贡献。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教师
顾伟，正是一位深耕电力领域 20余年
的学者，“80后”的他是业界的青年才
俊，是学生的良师益友，是科技创新的
开拓者。

2003年 8月 14日，美国、加拿大
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停电”事件，
5000万人受到影响，经济损失约 300
亿美元。此情此景，让还在攻读博
士学位的顾伟心中激起千层浪：“连
发达国家也面临着电力中断的风
险，更何况中国呢？”于是，他赶忙找
了 导 师 商 量 ，重 新 确 定 开 题 方
向——从有源电力滤波器研究转向
电力系统稳定。这意味着放弃已有
的研究基础、良好的实验室条件，大
概率还将面临两年的延期毕业，但
顾伟认为，做好新课题能为国家电
网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原理支持，而
电网安全关系国家安全，也是国民
安居乐业的关键。皇天不负有心
人，虽然中途转换了研究方向，他依
然顺利按时毕业，并完善了国内该

领域的重要理论研究。为了继续深
入地研究，顾伟干脆留校。

2008年 9月，顾伟前往当时电力
系统研究实力最强的美国亚利桑那
州立大学，着手电力系统动态安全
评估的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
他敏锐觉察到，电力与燃气、热力系
统耦合日渐紧密，未来必然会形成
以电力系统为核心的综合能源系
统，能源产供销一体化将对我国经
济发展举足轻重。于是他再一次转
变了自己的科研方向，2010年回国
后便开启了分布式综合能源系统领
域探索，这也是国内该方向最早的
研究团队之一。2012年顾伟获批了
《冷热电联供型微电网高效运行的
建模与优化方法》国家基金，在充足
经费的支持下全面开展分布式综合

能源系统建模、规划与运行优化
研究。

2019年 4月，在第 47届日内瓦国
际发明展上，顾伟团队的“电力—信
息混合实时仿真测试平台”与“多能
互补综合能源系统规划平台”分别荣
获金奖、铜奖，项目所涵盖的核心技
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应用于国内外
诸多研究机构和重大工程，而这一切
都离不开顾伟在科研创新中的“十年
磨一剑”。

名师出高徒。截至目前，他所指
导的研究生，获国家奖学金 7人次，各
类企业奖学金 10余人次，江苏省优秀
硕士论文 4人次。他的博士生邱海
峰，攻读硕士学位期间便在电力系统
领域 TOP1期刊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随后发表了4篇顶级期刊一区文章。

顾伟：“80后”电力才俊

顾伟给学生上课顾伟给学生上课

“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不是为了培养老
板，而是希望通过专业的创新创业教育，提升
学生的就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扬州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副院长颜正英
说。在他看来，自己懂“双创”，才能带领别人
干“双创”。在学校，他既要统筹全校的“双创”
工作、对接社会资源，又要具体开展教学研究，
辅导学生进行“双创”实践，还要担任创新人才
实验班的班主任，加班成了常态，忙的时候晚
上就睡在办公室。

2018年 10月，在第四届中国“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上，颜正英指导的学
生丁蓉蓉以就业创业组第一名的成绩荣获金
奖和“最佳带动就业奖”。扬工院也因此成为
全国唯一获得两项大奖的高职院校。获得这
样的殊荣并不容易。颜正英曾带着丁蓉蓉远
赴贵州、陕西等 15个省份，考察了 13家农业合
作社，拜访了 25位农业专家，寻求了 4家农业
科研单位的支持，终于帮助丁蓉蓉攻克了冰草
育种的技术难题，培育出新品种大叶冰草，打
破了国外垄断，使她的企业成为华东地区最大
的冰草研发和种植企业，带动了上千名农民
就业。

青海是江苏的对口援建地区，那里农牧产
品丰富，但销售不出去。为此，扬工院多次组织
人员到青海省海南州开展电商扶贫，颜正英就
是其中一员。野生黄蘑菇是“青海十宝”之一，
无法人工栽培，产量十分有限，在市场上颇受欢
迎，但却一直面临着“外地人难买，当地人难卖”
的问题。原来，新鲜的黄蘑菇虽味道鲜美，但很
难保存，而晒干后的蘑菇口味欠佳，储存时也容
易生虫变质。颜正英带领团队合计出一个点
子——把黄蘑菇做成酱来卖。如此既完整保留
了营养成分，又不破坏自然的鲜香。

在电商扶贫的基础上，颜正英及团队还为
当地农村电商培养专门人才，变“输血”为“造
血”。至今，他已和同事七赴海南州，走了近
2000公里山路，为当地基层干部、电商企业和
农牧民进行电商培训和创业指导，有效带动了
当地农牧民脱贫致富。

颜正英：
我有一个“创业梦”

1987年 8月，时任云南省宁蒗县
委书记的阿苏大岭来到江苏海安等
地考察，高质量的海安教育让他眼
前一亮。经协商，宁蒗决定整体引
进海安教育机制，并面向海安群体
引进教师办一所学校。作为互惠条
件，宁蒗每年支持海安部分急需木
材。这就是当初的“木材换人才”
计划。

1988年，云南宁蒗和江苏海安两
地签署教育协定，从两地地名中各取
一个字兴办“宁海中学”。当年 8月，
一个由 33位教育工作者，配以校长、
教导主任和各学科教师的班子，作为
首轮支教老师，踏上了去往宁蒗的支
教路程，辗转一个多星期来到这片陌
生的土地。

“我们要把宁海中学打造成这里
最好的学校！”带着这样的目标，海安
支教教师以惊人的毅力克服了各种困
难，把宁蒗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任劳
任怨、默默耕耘。

1989年 7月，宁海中学第一届 88
名初三毕业生中，22人考取昆明、丽
江等地中等专业学校，26人考取县内
外重点高中。人均考分、升学率在宁
蒗排第一，在丽江名列前茅。全县语
文、数学和政治学科的第一名全部出
自宁海中学。1990年，该校又奇迹般
地夺取丽江地区中考桂冠。其后，由
海安老师执教的民族中学高中部，连
续 10多年蝉联丽江地区高考冠军，高
考录取率一直居云南省前列，该县历
史上第一次有学生考入了清华大学等

著名学府。
4年前，宁蒗县教育局在与海安

方面探讨后，决定在云南省宁蒗民族
中学创办“海安班”。2019年 6月底，
宁蒗县委、县政府发来喜报，“海安
班”学生包揽丽江市理科高考前四
名，班级均分名列丽江第一。全班
52人，49人考上一本，其中 1人考取
清华，2人考取北大。

32年间，先后 10批，计 280多
位海安教师前往宁蒗。他们累计为
宁蒗培养教师 350多名，培养合格的
初、高中毕业生 2万多名，大学、中专
生 1万多名。3万多名宁蒗子弟通过
教育改变了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也
改变着家乡的面貌，宁蒗人口整体
素质逐步得到提高。同时，海安教

师引领和带动当地教师开展教育科
研活动，实施“青蓝工程”，带出来一
批优秀的宁蒗本土教师。全县教育
竞争机制也因“宁海模式”而激活。
阿苏大岭曾动情地说：“我们宁蒗
人，最尊贵的是舅舅，海安老师就是
我们宁蒗各族人民的舅舅啊！”

临近下午放学，教师陈洪栋
穿上黄绿色反光背心，匆匆下楼。

“走，送孩子们回家去。”与他一样
护送学生的，还有 42名教师。他
们有的坐校车护送学生，有的到
指定地点维持秩序，有的骑电动
车护送住在学校附近的学生回
家，分工合作，有条不紊。这就是
连云港市赣榆区柘汪中学教师自
发组成的“爱心车队”。

柘汪镇地处苏鲁两省交界
处，面山靠海，路况复杂，但自从
有了这支“爱心车队”，20多年
来，该镇 43个自然村的学生放学
从不要家长接。

从 1999开始，不管刮风下雨，
“爱心车队”总是准时出发，奔波在
山岭沟坎中，最远的学生要送 40
里路。多位教师曾在护送学生过
程中意外摔伤，但他们次日仍坚持
护送。每逢下雨天，“爱心车队”成
员还会守护在沿途的几座漫水桥
旁，保护学生安全。

20多年来，“爱心车队”的成

员已从最初的三四人扩大到第 9
批共 43人，每年都有新教师加入。
这些年，学生放学路上未发生一
起安全事故。“爱心车队”还被授
予“连云港市工人先锋号”等荣誉
称号，并被确定为“学雷锋示
范岗”。

“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老师
们全都自愿承担护送工作，最长
的已坚持 20年、行程 3万余里。
我们用爱来培育学生，学生则通
过‘被爱’学会爱别人。今后，我
们还将继续坚持，将爱的事业传
承下去。”校长张文涛说。作为
学校负责人，他还把爱的教育融
入办学过程中，确立了“以爱育
德，助爱传递”的办学理念和建
设“爱心涌动的幸福乐园”的办
学愿景。

柘汪镇有不少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为解决贫困生在校食宿问
题，一开始是校长带头，教师们自
发资助学生。2009年 1月，该校
成立了爱心基金，每月为贫困学

生提供 60元至 200元不等的生活
资助。至今，基金会已资助贫困
学生近 600人次，资助总额约 30
万元。

“爱心车队”的坚持付出和柘
汪中学的仁爱理念，感动了当地
很多人。柘汪镇马站派出所主动
派出 4位民警加入“爱心车队”，
学校周边 10个村联合送给“爱心
车队”4辆崭新的摩托车，新海石
化为“爱心车队”购买了 12辆警
用电动车，众多校友和社会热心
人士纷纷向该校的爱心基金捐资
助学……

海安支教教师群体：讲述了32年的支教故事

柘汪中学“爱心车队”：汇成条条护送路

部分支教教师与学生合影部分支教教师与学生合影

““爱心车队爱心车队””成员护送学生回家成员护送学生回家

常州市西横街小学地处市中
心，恰巧学校楼顶上有一片泥土
空地，该校教师缪蔚锦便以此为
契机开发了“开心农场”综合实践
课程，带领学生探索自然奥秘。

“我们尝试以课程为主体，所有学
科教师集体研讨，将学科知识相
关节点整合到一起，统一在儿童
的实践活动中，为学生构建一个
更为开放、多元的学习生态圈。”
缪蔚锦说，这样的实践课程拓宽
了课本知识的广度，延伸了课本
知识的深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

综合素养。
自 2007年起，缪蔚锦常常利

用周末，约上孩子前往常州古运
河边考察走访。她鼓励孩子积极
参与当地举行的“与副市长长江
边放生鱼苗”活动。孩子们排着
队浩浩荡荡地跟随常州市副市长
奔赴长江边放生鱼苗，还联合沿
江企业、渔民向全社会发出“呵护
生命长江，心系子孙后代”的倡
议，引起了热烈反响。

2008年 9月，缪蔚锦积极响
应“江苏省千校万人支援农村
教育”的号召，前往盐城大丰市
南阳镇中心小学支教。环境的
艰苦没有磨灭缪蔚锦教学的热
情，她启动乡村学校综合实践课
程教学，让学生走进超市调查月
饼的品种；开设作文教学公开
课，指导教师进行实践体验类
作文教学研究，让学生的作文

“有话可说”；举行学术沙龙研
讨，围绕阅读教学的有效性指

导教师“一课一得”……
从 2016年开始，每年暑假，缪

蔚锦都会自费前往青海省果洛藏
族自治州，为那里的 20多个年龄
不等的藏族孤儿进行为期一个多
月的汉语言教学。没有课本，她
把常州学生用过的课本带了过
去，还买了本子、铅笔等各式文
具。没有教室，她带着孩子们在
帐篷外、太阳下学习；没有粉笔、
黑板，她自行购买小黑板授课。
为了鼓励藏族孩子认真学习汉
语，她经常搭乘购货车前往州上
买奖品，一包零食、一本本子、一
支铅笔……礼物虽小，但都会让
藏地的孩子欢欣雀跃，孩子们亲
切地喊她“妈妈”。

“这一切都是没有任何报酬
的，”对于缪蔚锦的付出，西横街
小学校长朱艳华看在眼里，“她不
仅自己奉献，还呼吁身边的人给
藏地孩子捐衣捐物，她的热情和
爱心让我们非常感动。”

缪蔚锦：为爱逐梦，驰而不息

缪蔚锦与学生在一起缪蔚锦与学生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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