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称多县，是唐蕃古道的重要站点。 悠久的历史在这片土地上

孕育出古老的乡土文化。 在称多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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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村落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023

年入

选国家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 曾经，称多县的入学率不足四成；目前，该

县建立了覆盖学前教育、义务教育的教育体系，建设各类学校

54

所，学前三年毛入学

率

91%

、义务教育巩固率

96.7%

、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85.5%

。 孩子们享受到了就近上

学的便利，也得到了综合教育的全面培养，尤其是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更是成为传

统村落中的一抹亮色，为这片历史悠久的土地增添了更多生机与活力。

资料图片

中小学春秋假且行且探索

近日，不少学校宣布放春假，让家长和学

生直呼“神仙假期来了”。 此前，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方案》指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

设置中小学春秋假，更是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

关注与讨论。

虽然说“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

设置中小学春秋假”， 是放在提振消费的背景

下提出的，但是，各地各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给

中小学生放春秋假的意义，远不仅仅是利好假

日消费。

一方面，春秋假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亲近

自然、体验劳动，或是参与研学等课外活动的

时间窗口，为他们走进“社会大课堂”创造了

更好的条件，这与时下所推进的为学生减负以

及发展素质教育， 都有着内在的理念契合；另

一方面，增设春秋假，也是专门给孩子、家长

及教师增加一个“错峰出行”的机会，这利于

提升一部分人的出游体验感。

可以说， 综合各方面的现实情况来看，鼓

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探索设置中小学春

秋假，有着非常突出的价值。 而近期不少学校

开始积极响应，也反映出从学校到学生都对这

一假期有着真实的需求。

当然，到底要不要设置春秋假，以及具体

的方式，还是要因地制宜，结合实际情况加以

权衡、探索。 比如，春秋假期间，到底是由学校

统一组织学生参与集体活动， 还是回归家庭、

由各自家庭自行安排，就需要尊重学生和家长

的意见。

此外，要提升春秋假的质量，真正体现其

价值， 让孩子放松的同时， 也能有更多的收

获， 也离不开社会各方共同创造更好的环境。

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是，由于带薪休假落实不

到位，常出现“孩子放假、家长无假”的情况。

若这一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就难免影响到

一些家庭和孩子的参与度。 同时，也要鼓励博

物馆、旅行机构等推出和创新一些能够更好满

足中小学春秋假游玩需求的服务与路线。

总之，春秋假作为一种新事物，受到越来

越多的学生的欢迎。但具体如何让其体现应有

的价值， 还需要各地各学校结合实际情况，在

不断的探索中逐步找到理想的答案。 （陶伟）

用文艺点亮孩子的梦想

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进程中，河南省周口

市大学生文艺支教志愿者积极投身“快乐成

长”文艺助力新时代文明实践行动，为乡村教

育注入全新活力，彰显出社会各界助力乡村教

育发展的强大合力。

文艺支教为乡村教育带来了丰富的课程

资源。 音乐、美术、书法等课程充实了乡村学

校的教育体系，为乡村教育构建起更完善的育

人模式，助力落实“五育并举”方针。

文艺支教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令人敬佩。 课

余时间， 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 或是做趣味游

戏，或是促膝长谈，用真诚与关爱搭建起心灵相

通的桥梁。 志愿者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全身心投

入乡村教育， 充分展现出当代大学生的责任与

担当。 他们不仅为乡村孩子带来了知识的滋养，

更为乡村教育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对于文艺支教志愿者而言，支教经历是自

我成长的宝贵机遇。 他们深入乡村，扎根教育

一线，在实践的磨砺中不断实现自我蜕变。 他

们发挥专业优势，精心设计教学环节，激发了

孩子们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从社会层面来看， 文艺支教彰显了社会各

界对乡村教育的高度关注。“快乐成长”文艺助

力新时代文明实践行动自

2020

年启动以来，省

文明办、省教育厅、省文联协同合作，地方部门

全力做好后勤保障工作， 凝聚起强大的社会合

力，为乡村教育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文艺支教的有力推动下，越来越多的人开

始关注乡村教育。 他们用文艺点亮孩子们的梦

想，让孩子们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王吉城）

6

岁 时 躺 在 山 坡 放 牛“牧

星”，在

36

岁时真的去天上“摘星

星”了，他就是我国首位执行载人

飞行任务的载荷专家、 航天员桂

海潮。 从云南保山施甸县姚关镇

的小山村一路走来， 桂海潮用努

力与拼搏，追逐梦想、实现梦想。

大山的沟壑， 可以用知识和奋斗

来跨越。

有时会听到这样的观点 ：过

去我们的祖辈父辈， 大多出身农

村，他们通过读书考学来到城市，

而现在，“寒门出贵子” 好像难上

加难了。 事实当真如此吗？

先看“绝对数”

20

世纪

80

年代， 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不到

4%

，而这个数字到

2023

年已达到

60.2%

。 如今，我

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

教育体系， 高等院校招生规模不

断增长， 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越

来越高， 农村学子继续深造的机

会其实是更多的。

不仅如此， 支持农村孩子上

重点高校的政策也愈发完善。 重

点高校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专项

计划持续实施， 农村学生考入重

点高校人数不断增加，

10

多年来

累计录取

120

余万人。

再看“相对数”

恢复高考初期，农村人口占全

国人口的八成左右， 而到

2023

年

末 ， 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

66.16%

。 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

人口的结构变化，对高等教育生源

构成有很大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

农村生源学生比例下降，也是符合

实际情况的。

走出来的农村孩子，如何走得

更好？ 问题的背后，其实是社会对

进一步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期待，

对乡村全面振兴包括基本公共教

育均等化的牵挂。

的确，在人生成长路上，农村

孩子会面临一些障碍。 如何打破这

些障碍？ 答案就是，努力为他们提

供一个公平接受教育、公平参与竞

争的舞台，努力提供全方位的支撑

体系，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学习和

生活中的新变化、新挑战。

这些年，保障教育公平、弥合

城乡差距在行动，成效有目共睹：

“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

中央预算内投资超

93%

分配给中

西部地区；所有学段、所有学校、所

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覆盖的学

生资助体系已经建立；

250

余万名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

加高考……

2035

年建成 教 育 强 国 的 目

标 ，就明确提出要推动义务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 。 今

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加

强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推

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 补

齐短板 、 抬高底部、 抓住关键 、

数 字 赋 能 …… 努 力 让 每 个 孩 子

都 享 有 公 平 而 有 质 量 的 教 育 正

在成为现实。

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观念

的进步，怎样看待“成长、成才、成

功”也在发生变化。

80

后“白发校长”张鹏程回到

家乡，用爱心浇灌每一株幼苗；“新

农人”魏巧返乡创业 ，成为数字化

大田种植的行家里手；浙江安吉余

村村打造专属创业空间，让青年与

乡村双向奔赴……可以想见，当一

个个美丽乡村长出一棵棵“梧桐

树”，引得“凤凰来”便会成为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乡村全面振兴的生

动注脚。

动画电影《哪吒》里有一句话，

“我命由我不由天”。 爱拼才会赢，

相信奋斗，相信坚持 ，每个人都能

成就出彩人生。

（丁雅诵）

从放牛娃“摘星星”说起

一位体育老师的到来

今年是体育老师更求仁青来

到清水河镇中心学校的第四年 。

更求仁青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

大学毕业后放弃上海互联网公司

的工作， 返乡后成为清水河镇中

心学校道德与法治课教师。 更求

仁青说，“是‘保学’政策让我读完

大学，现在该我反哺家乡了。 ”

回到家乡， 更求仁青觉得一

切都陌生又熟悉。 东西部协作资

金相继落地， 镇上的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 学校在几年前建成了一

片绿茵场，还盖了一座篮球馆。

由于清水河镇中心学校长时

间没有体育老师， 孩子们在体育

课上都是“散养”，学校党委书记

桑尕建议更求仁青调岗做体育老

师，“他学过相关专业， 又喜欢体

育运动，是合适的人选。 ”

初执体育课教鞭 ， 更求仁

青也经历过迷茫 。 清水河镇海

拔高 、缺氧 ，如何科学训练 ？ 如

何让“散养式” 体育课走向规

范 ？他一边自学，一边向东西部

协作的老师请教， 总结出体育

课的要点 ：延长热身时间，增加

柔韧训练 。

不久后， 学校的首个篮球社

团成立了， 更求仁青是这个社团

的负责人。 六年级的土丁成林是

篮球社团的积极分子， 个子不高

却是学校的“当家后卫”。 土丁成

林说自己老家在有上千年历史的

传统村落扎哈村 ，“以前村里有个

土滩篮球场， 牦牛常来抢地盘，我

就绕着牦牛练过人。 ”如今的土丁

成林打篮球也常与“牦牛”做伴，不

过“牦牛”却是印在学校新建的露

天篮球场的吉祥图案。“不久前，我

们学校还新盖了一座篮球馆。 不管

刮风下雨，都不影响打球了。 ”

目前， 篮球社团是一个由

20

多人组成的团队，男女生都有。 社

团成立以后，成员们每周都要集训

两次，专业的训练模式让从前只会

打半场的土丁成林“大开眼界”：

“绕桩运球、折返跑、分组对抗……

社 团 里 的 训 练 让 我 球 技 进 步 飞

快。 ”

随着篮球社团的成立，清水河

镇中心学校迎来了自己的篮球队

伍。“玉树的校园篮球也是在近几

年全面展开，州上 、县上都有了自

己的小学组篮球赛。 ”更求仁青介

绍，

2024

年，校篮球队参加了称多

县“格桑花杯”小学生篮球赛，获得

了亚军。

一名足球女将的成长

“我也是后来才意识到，我的

经历可能鼓舞了很多高原的女孩

子们。 ”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毕

业生才拉毛说道。 这位来自玉树州

称多县尕朵乡科玛村的藏族女孩，

用足球在通天河畔书写了不凡的

成长故事。

玉树足球氛围浓厚 ， 每逢县

级、州级赛事 ，总能在街头巷尾看

到一群人凑在一块儿用手机看直

播。 七八年前，这里的足球运动还

是男性的专属领域。

高二那年，才拉毛在男子足球

队担任守门员时，因一脚开球展现

出惊人脚力被教练发现，由此开启

她的足球生涯。 高三时玉树州组建

女子足球队 ， 她不仅代表学校参

赛，更在足球夏令营斩获“女子组

最佳球员”， 同年以优异成绩考入

青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足球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

的部分。 ”这个传统牧区长大的女

孩，人生诸多“第一次”都因足球而

改变 ：首次乘高铁 、首赴大城市参

赛、首次踏入专业绿茵场。 高原赋

予她强健的心肺功能与持久耐力，

专业训练更让她球技精进 ：“我开

始钻研战术配合、传球时机与射门

精度。 ”大学期间她活跃于省运会、

大学联赛等赛事 ，多次荣膺“最佳

射手”。

早在大学前， 她就与伙伴组

建“藏木兰 ”女子足球俱乐部。 如

今玉树州女足社团如雨后春笋 ，

称多县女足赛事也渐成规模。“每

次回乡都有女孩来取经 ， 这让我

看清了未来方向 。 ”

2023

年毕业

返乡后，她以“藏木兰”为基点，在

全县乡镇中心校组建专业教练团

队 ， 构建覆盖各年龄段的青训体

系。“体育改变命运的力量 ，正在

于让更多女孩看见人生的另一种

可能。 ”才拉毛说。

（乔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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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古村里的体育课，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