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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再访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新年伊始再访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青春是用来奋斗的””
□□记者记者 张怀琛张怀琛

即使在新疆，且末县也算是
“遥远的地方”。如果非要找个坐标
出来，它就位于我国最大沙漠——
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南边缘，距乌
鲁木齐1200多公里。

2019 年元旦刚过，侯朝茹和
爱 人 庞 胜 利 开 始 盘 算 “ 怎 么 过
年”，最终，夫妻俩决定派正读初
二的儿子当“代表”，回河北老家
给长辈们拜年。

“孩子身上带着手机，每到一
站都给我们报平安。”侯朝茹解
释，“没办法，胜利带高三毕业
班，我虽然停课了，但校图书馆还
有一堆工作，也脱不开身。”

翻翻微信朋友圈，侯朝茹在内
地的“教师”同学已经开启度假模
式。而她上次的出游记录，还是与
保定学院的师弟师妹们在沙漠中合
影：“且末县第二中学支教群体齐
聚塔克拉玛干发声：我爱新疆！我
爱且末！”

“外人看沙漠总是很美。但只
有生活在这里才能体会，沙漠就像
隔离带，把精彩挡在了外面，把贫
瘠困在了里面。”侯朝茹指着照片
中的一丛红柳说，“十几年才长了
几厘米。”

且末年降水量不足 20 毫米，
风沙天气却多达 200 多天。过去这
里流传一句顺口溜：“且末人民
苦，一天半斤土。白天不够吃，晚
上继续补。”据说，一场风沙过
后，总能“刮”走几个老师。

明 知 条 件 苦 ， 为 啥 还 要 自
“选”苦吃？

“谁的青春不热血？”侯朝茹脱
口而出，说完，爽朗地笑了。

“那个时候国家刚启动西部大
开发战略，一句‘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曾让许多毕业生彻夜难
眠。”侯朝茹回忆。

最早带户口过来的 15 人里，
苏普和庞胜利是大学室友，聊起毕
业后的打算，两人都打定主意要去
最艰苦的地方实现人生价值；李桂
枝是省优秀毕业生，她最爱高尔基
的 《海燕》，早就期待能像那“黑
色的闪电”，在西部天空“高傲地
飞翔”⋯⋯

是没有更好的去处吗？当然
不！那时，庞胜利的父亲已在涞源
县城为他联系好工作；王建超也收
到了省内重点高校专升本的录取通

知书；李桂枝早已接到保定市多所
中学向她伸出的“橄榄枝”。

作为清一色的农家娃，他们最
懂穷苦孩子对老师的渴盼。在就业
协议书上签字，备注栏里只有两
条：报销单程应聘路费，工资按国
家标准如期发放。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
兼程。

嘴唇干裂、嗓子肿疼、流鼻
血 ⋯⋯初来时，环境给的“下马
威”很快在他们身上见了效。“沙
尘暴更吓人，来的时候天突然毫
无征兆地就变昏暗了，能见度不
足 2 米 ， 到 处 都 是 呛 人 的 土 味
儿。”侯朝茹说。

最难熬的是寂寞。“刚来时，
县里能打长途的只有插卡座机，
信号还时断时续；写信更慢，寄
到家里一来一回就得一个多月，
许多甜蜜的情谊被距离斩断。现
在好多了，但每年回去的机会也
是少之又少。”

“今天回想，如果只是为了捞
点名利、挣个饭碗，我们早就跑
了。”侯朝茹说，“让我们踏实留下
的，是这里强烈的被需要感。”

“2000 年，我们 15 人初来时，
且末二中教师的紧缺程度已经到了

‘无米下锅’的地步。”侯朝茹还记
得，“初一7个班，有6人一来就当
了班主任。”

没人被逼着留下，离开同样能
获得理解。然而，保定学院首批到
且末支教的15名毕业生中，除1人
因特殊原因返回，其余 14 人全部
扎下了根。

要知道，就在紧邻县城的沙漠
边缘，即便有滴管系统的精心呵
护，红柳、梭梭、骆驼刺等“顽强
生命”的成活率也不足15%。

“前不久，学校派我和辛忠起
去南方某部队参加一个座谈会，与
军营里的年轻人交流‘选择’与

‘坚守’，感触挺深。”侯朝茹说，
那次她特意带上了总书记的回信。

“‘到基层和人民中去建功立
业，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
中书写别样精彩的人生’，总书记
的嘱托，让我们这群人更加笃定当
初的选择，更懂支教的价值和意
义，相信也一定会是当下青年应对
人生‘选择题’的最好答案。”

艰苦环境让人成长，且末就是这样
的地方。

“在且末，别说是工作，就是生活
下去也是一种奉献。”当地一位老领导
这样说。

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磋磨着这
群河北来的年轻人，不止于此，能否扛
起选择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才是考验每
个人的开始。

在李桂枝的语文课上，有的学生连
小学一年级该掌握的“p”和“d”都
分不清，声调也不知道在哪儿标；在孙
彤彤的历史课上，当讲到“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标志”时，有的孩子会不解
地提问：“老师，什么是‘标志’？”

“许多我们通常认为无需解释的东
西，到这里都成了难题。”无数次的苦
口婆心后，李桂枝也曾想过放弃，“但
念头一转，在贫瘠的土壤中涵养出梦想
的种子，这不正是我们来支教的目的
吗？”

除了把课表安排得满满的，李桂枝
抓紧业余时间，一学期听了老教师 50
多节课，只因“学，然后知不足；教，
然后知困”。

为了让自己尽快“成熟”起来，井
慧芳在宿舍里把饭桌当讲台，一遍遍练

习讲课直到深夜；为给学生补上心理教
育课，侯朝茹自学考取国家心理咨询师
二级职业资格证书，成为且末教育系统
拿到该专业资格认证的第一人⋯⋯

“河北保定来的老师们一个比一个
拼。”这是少数民族师生们的一致评价。

2003 年，保定学院 2000 届毕业生
执教后带出的第一批初中毕业生，中
考成绩在全巴州名列前茅，一举摘掉
了“老末”的帽子。2010 年，井慧芳
所带的高三理科班，更在全县创造了
29 名学生全部考取本科院校的“历史
巅峰”。如今，先后到且末支教的 22
名保定学院毕业生中，2 人走上领导岗
位，2 人成教研组长，18 人是中学高
级或一级教师。

“红柳的模样一点也不光鲜，说是
灌木，但更像杂草。”侯朝茹说，“我们
跟它很像，如果在内地肯定不会被人注
意，但在戈壁荒漠，却是抵御风沙的一
员‘猛将’，为这漫漫黄沙添上一点生
机和颜色。”

无奋斗，不青春。从一名梦想纯真
的学生到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奋斗的
蜜果里，自然夹杂着不少“苦味儿”。

现在，荀轶娜再给昔日同窗打电
话，对方总猜不出她是谁。“刚站上讲

台 3 个多月，嗓子就坏了。”她声音低
沉嘶哑，“医生诊断是‘声带小结，声
带不闭合’，建议少说话、少用嗓。我
没听话，最后就成了这样。”

还记得第一次说不出话来时，她害
怕极了，在课堂上眼泪串成线往下掉。
可学生中考在即，老师怎么能当“哑
巴”？她甚至更卖力地讲课，“不能因为
我的嗓子，让他们在决定命运的关键时
刻有任何闪失。”

而几乎每一位选择留下的支教老
师，心中都有道“不孝”的坎儿。

前几年，辛忠起的母亲突发脑梗，
父亲犹豫再三拨通了他的电话，问能不
能“备下些钱，5000块就够”。知他日
子 也 不 宽 裕 ， 这 是 父 亲 第 一 次 开 口
求援。

汇去全部积蓄 1 万元，父亲竟有些
不好意思：“这钱以后还不还你？”

“爸，你说啥呢！”撂下电话，这个
涞源汉子失声痛哭。

母亲弥留时，正值高三冲刺。百余
名学生的人生在此一搏，他放心不下，
晚归家十几天，不想竟没见上老人最后
一面，成为心中永远的愧。

“后悔过吗？”记者问。
“如果时光倒流，我可能还会辜负

老娘。”沉默良久，辛忠起才缓缓说，
“其实，我根本没得选择，谁让我是
‘老师’呢！”

且末二中的放学铃声很特别，是歌
曲 《感恩的心》。

“我们这座教学楼是新建的，装了
暖气，省心多了。”李桂枝笑着对记者
说，“刚来那会儿，冬天要在教室里烧
炉子，我总点不着，还是学生教我怎样
引柴、怎样添煤、怎样和泥架烟囱。当
时觉得特苦，现在想想还挺有意思。”

她本打算买菜回家，可路过几个菜
摊，都绕道走了。

“那是学生家长，每次看见我，都
使劲给我装菜，说什么也不肯收钱。他
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哪好意思白要，只
能躲着点了。”李桂枝说出原由。

她心里藏着许多这样的小感动：
当年来报到，且末二中的校长亲自到
库尔勒市迎接；初到校园，师生们在
门前土路上泼洒清水，这是贵宾才有
的待遇；怕大家吃不惯牛羊肉，维吾
尔族厨师特意把拌面做成了西红柿鸡
蛋卤⋯⋯

一 颗 金 子 的 心 ， 换 来 的 是 金 子
的情。

李 桂 枝 班上有个学生叫艾山江。
一次收学杂费，全班都交齐了，唯独少
了他那份。这个男孩鼓起勇气跟老师解
释时，把头埋得低低的：“我阿那 （即

‘妈妈’） 还没来。”李桂枝忽然想到，
艾山江的家距离县城很远，生活也不富
裕，没再多说什么，悄悄从工资里拿了
200元钱替学生垫上。

一个多月后，艾山江的母亲专程跑
到学校感谢李桂枝，一见面，这个维吾
尔族妇女就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 3 个香
梨来，一个劲儿地往她手里塞。

周文绯是侯朝茹的学生。高三那
年，视力下降快，学习成绩也跟着往
下掉，本来连父母都没注意，可侯朝
茹却发现了问题。当从侯朝茹手中接
过新眼镜时，她感动地哭了，“这是最
珍贵的礼物，让我把未来的路看得更
清楚。”

2013 年从新疆师范大学毕业后，
周文绯坚持回到且末，当了一名幼儿教
师，“我要学侯老师，把爱留给西部的
孩子。”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伴我一
生，让我有勇气做我自己。”李桂枝
说，她特别喜欢学校的铃声，很多时
候，这正是她想说给学生和家长的心
里话。

有了真情投入，才有真心融入，才
能凝结成不变的支教情。

李桂枝写过一本书叫 《大漠教书日
记》，翻到“后记”，是一首关于红柳的
小诗——

车尔臣河的水，塔克拉玛干的沙
记得那一年，为了妈妈的强大
我们奔向遥远的老阿那
小小的红柳，种在了我们新的家
⋯⋯
妈妈，亲爱的妈妈
狂沙冰水洗礼的小小红柳已经长大
孕育了新的萌芽，新的萌芽⋯⋯
诗以咏志，诗以传情。他们奋斗的

青春、无悔的青春，值得致敬。

2018 年 10 月 25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且末县第二

中学，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走在校园里。 记者 霍艳恩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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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与回报

离开与坚守

2018 年 10 月 26 日，且末县
第二中学教师荀轶娜在学生宿舍
为学生梳头。

记者 霍艳恩摄

失去与得到

时间之河川流不息，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人
生际遇、使命担当。

201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一群年轻人的
回信中写道，“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
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

这群年轻人就是保定学院西部支教毕业生群
体。

19 年前，侯朝茹、李桂枝等 15 名应届毕业生响
应国家号召，作出了自己的青春抉择——到西部支
教去。如火的季节，他们背起行囊，怀揣梦想，像一
棵棵红柳把根深深扎进广袤的戈壁荒漠。

他们矢志坚守，一年又一年，而追随他们的足
迹，至今已有 143 名保定学院毕业生走上西部支教
路。

他们用人生最美的时光践行总书记的教诲：“青
春是用来奋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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