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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教师的身份，他们还是父母，还是子
女。在和记者的交谈中，他们所表达出的唯一惋
惜就是错过了太多陪伴家人的时间。

2017年，郭永伟的父亲（袁良萍的外公）身
体不太好，需要住院治疗。此刻的郭永伟正在新
疆支教，家里的两位姐姐岁数也都较大了，第一
次援藏归来的外甥女袁良萍和外甥女婿（袁良萍
的老公也是二中教师）肩负起照顾外公的责任，
几乎每天都往返于学校和医院。他们告知郭永
伟别太担心，一切有他们，一切有家人。在暑假
前夕，郭永伟父亲病重，身在新疆的郭永伟着急
又无奈，当时正值学校期末考试，回家的话担心
影响学生考试。在学生考试结束后他立刻返回
高邮，终日守在父亲床前陪伴，七天后父亲离世，
至今这都是郭永伟心中的痛。

除了对父亲离世的悲痛，错过儿子高考的郭
永伟一样感到遗憾。2018年，儿子进入高三最
后的冲刺阶段，援疆的郭永伟害怕打乱孩子学习
和作息节奏，并没有刻意地更多去联系，而是希
望孩子保持一颗平常心。“我当时急切地想回家，
哪怕默默陪着他都觉得心里踏实一些，但是这万
里之遥，来来回回时间较长，我不能因为自己而
落下学生们的功课。”郭永伟向记者诉说道，他最
终没能亲自送儿子走进考场，妻子和儿子对他工
作的高度支持，让他既心怀感激又略感愧疚。

错过孩子成长的袁良萍也有着相同的感受，
2014年第一次援藏，她的小孩上一年级，正是学
写汉字的重要时期，而现在孩子的汉字写的不是
那么漂亮，她觉得这和她不能每天督促和教导是
有关系的。甚至在孩子小学第一次家长会上，还
闹了一个小乌龙。她笑着告诉记者，孩子家长会
当天她的老公有工作在身，于是郭永伟便代替他
们去帮孩子开家长会，巧合的是孩子的班主任是
郭永伟曾经的学生，班主任竟以为孩子是郭永伟
的“小二子”，这让他们哭笑不得。而在她援藏期
间，孩子的接送一直是个大问题。在郭永伟不援
疆期间，都是他和袁良萍的老公互相协调接送小
孩；在郭永伟援疆后，她和老公的同事们也纷纷
加入接送小孩的暖心大队伍，学校自然而然地形
成谁有空谁就帮他们接送小孩的氛围。“我真的
非常感谢大家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袁良萍感激
道，正是有着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她和舅舅才会
更加坚定地走下去。

郭永伟和袁良萍，一个援疆、一个援藏，他们
为当地学生无私奉献的精神令人敬佩，他们家庭
之间互相扶持、互相帮助的亲情令人动容。“大
爱”和“小家”，是他们之间最能够引起共鸣的话
题，在他们的“大爱”里，无不体现出对“小家”的
深爱；在他们的“小家”里，无不蕴含着为人奉献
的“大爱”。

亲友互相扶持 “大爱”“小家”共同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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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大地上孕育着五十六个民族，大家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共同缔造着属于我们的“中
国梦”。“中国梦”不是华丽的数据堆砌，不是单纯的“大国崛起”，它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
幸福。行百里者半九十，为了“中国梦”，一批又一批的国之栋梁筑梦边疆，在祖国的边疆发光发热。
在我市第二中学也有这样两位教师:一位是政治教师袁良萍，从2014年至今三次赴西藏支教；一位是
化学教师郭永伟，2017年赴新疆支教三年。他们既是同事还是舅甥关系，郭永伟是袁良萍的舅舅，他
们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大爱无疆”，彰显着新时代人民教师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三次赴藏支教 收获远比付出更多

记者初见袁良萍时，她略显黝黑的皮肤上有着一抹
淡淡的高原红，还有一些零星的小痘痘，当记者问她这是
不是长期在西藏生活形成的，她丝毫不介意地告诉记者：

“我脸上的痘痘是去西藏后气候不适应和水土不服导致
的，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在那里我收获的更多更有意
义。”在和她的整个交谈中，她大方的谈吐、自信的状态无
不让人瞩目，那些痘痘更像是她援藏支教获得的一枚枚
勋章。

谈起援藏的初衷，袁良萍反问了记者一个问题：“你
有过西藏情结吗？当初就是单纯地想去支教。”于是，袁
良萍主动请缨作为江苏省首批（组团式）援藏的教师。据
她回忆，2014年8月17日当天，她从南京乘飞机前往西
藏拉萨，还有半小时快到拉萨的时候，由于当天拉萨的天
气比较恶劣，雷电交加，飞机只能备降回成都，经过两天
的时间才到达拉萨。抵达的那一刻，新鲜的空气、湛蓝透
亮的天空、特色的藏族风景将途中的疲劳一扫而光。“我
去拉萨之前做足功课，尤其抵达后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
要走路慢、说话慢，但当看到眼前的一切时太激动，小跑
了起来，一下子就起了高原反应，头昏脑涨。”袁良萍说。
经过将近十天左右的适应，她才开始了拉萨的正式生活，
2014年至2015年期间，她所教的是拉萨市江苏实验中
学的两个高二班级。

第一次支教结束后，带着对拉萨学生的恋恋不舍，
2017年她再次申请进入高原，这次主要教导的是拉萨
市江苏实验中学初一的学生。为了提高课堂效率，调动
学生学习积极性，袁良萍结合前一次的教学经验，摸索
出适合藏族学生的教学模式。在一次课堂上，一位叫旦
增次珠的学生课文背诵得非常流利，为了鼓励他，袁良
萍便问他想要什么小奖励。班里的学生都喊着让袁良
萍帮他买袜子，袁良萍这才注意到，当时还是冬季，旦增
次珠却是光着脚穿着鞋子，当她将所买的袜子交给旦增
次珠时，这个男孩子腼腆地带着笑说了声“谢谢”。“这声

‘谢谢’非常珍贵，我至今都记忆犹新。”深受感动的袁良
萍告诉记者，学校学生大多是“三包生”（包吃包住包学
费），即便如此，班里还是有不少贫困生连生活费都难以
维持。每次从拉萨回高邮后，她就到处问同事、朋友有
没有人愿意资助她的学生，她笑称自己就像是一个“化
缘人”。

她的不断付出也得到了学生们的真情回馈，今年的
上半学期，学生们从其他老师口中得知了袁良萍回江苏
的消息，多次挽留，希望她能够留下陪伴他们到中考毕
业。袁良萍便和他们定了个小约定，只要他们期末表现
好，她就继续申请留下。“我舍不得他们，这一届学生从初
一开始就是我教导的，即使没有约定我也会继续留下。”
袁良萍笑道，学生们也确实做到了，期末考试全班成绩非
常优秀。

今年8月8日，袁良萍第三次踏上赴西藏支教之路。
在出发前，她获知和她同样援藏的两位人员因高原反应
导致身体疾病去世的消息，身边不少朋友劝说她留在高
邮，但是她坚定地说：“我和学生们都约好了，一定要去，
我绝不畏惧，也绝不后悔。”

三年真情送考 只期望学生有好的出路

记者 翁正倩

2017年 2月份，深受援疆同事成
迎道老师和援藏外甥女袁良萍的影响，
执教20多年48岁的郭永伟主动请缨
前往新疆伊犁新源县第二中学支教。
刚到达伊犁，他就感叹“不到新疆不知
祖国之大，不到伊犁不知新疆之美”。
新源县第二中学是扬州市2013年援建
的全新学校，硬件条件很不错，但郭永
伟生活一段时间后，时差、温差和饮食
问题接踵而来。他告诉记者，当地的夏
季和冬季日照时间差距太大，夏季日照
时间达到16小时左右，太阳晚上十点
半以后才落山，而冬季日照则不到10
小时，当地的午饭时间一般在中午两点
后，而晚饭时间则在晚上七八点。生活
作息一下子打乱，肠胃也经常闹毛病，
都是自己独自去药店买些药凑合。

随着教学工作的开展，郭永伟全身
心投入教育事业。新疆高考实行的

“3+综合”模式，和江苏高考有些差异，
他就研究两地的高考教学策略，帮助所
教的高一学生打好基础，并尽自己的能
力帮助培养新教师。在高一年级组，他
每周坚持听四至五节课，每节课后都和
新老师们进行毫无保留的交流，让年轻
教师尽快成长起来，并且自己带头在组
内上公开示范课，手把手地带新教师。
他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关
心学生们的生活情况，很快，他就被新
疆的学生们昵称为“老郭”。

“学生们真的太可爱了，我的办公

桌经常会出现很多当地的美食。”谈起
新疆的学生，郭永伟就打开了话匣
子。有一段时间，他经常发现办公桌
上多了酸奶疙瘩和马奶，原来是哈族
的学生迪丽娜尔“偷偷”请他吃的；家
住周边县城的回族学生马康每次放假
回家都要带着自家做的草鸡块和点心
去给他……正是彼此结下的深厚师生
情，让郭永伟在支教满一年半后继续
申请中期轮岗，他希望能够将这一届
学生亲自送进大学校门。

2019年的6月，两轮援疆、坚守三
年的郭永伟将他所教的新疆伊犁新源
县第二中学112名高三学生送进了高
考的考场。“现在高考成绩已经出来，他
们陆续收到了大学的通知书，我也实现
了送他们到大学校门的愿望。”郭永伟
欣慰地告诉记者，学生们在查询到录取
学校时都第一时间告知他，每一个学
生告诉他被录取的大学后，他都认真
地在微信备注的学生名字后添上大
学名称。不少学生带着对老师故乡
江苏的美丽憧憬，填报了江苏及周边
高校：南京理工大学、南通大学、杭州
医学院等；还有不少学生报考了师范
类学校，希望将来也可以和他一样教
书育人……学生的敬爱和认可就是
对老师最大的肯定。“作为一名教师，
我就是单纯地希望学生们能有好的出
路。”郭永伟由衷地说道。今年八月下
旬，他将继续入疆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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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良萍在西藏拉萨市江苏实验中学支教袁良萍在西藏拉萨市江苏实验中学支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