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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片荒草之地到艺体综合大楼
建成，我们期待从规划到图纸，从图纸
变为现实。走进尚未交付的新大楼，比
走进自家新房的感觉更兴奋、更激动。
感谢县委县政府、县教体科局对我校办
艺体特色学校的鼎力支持！”2024年
10月16日，刘信态用九宫格照片更新
了当天的微信朋友圈。

刘信态很清楚，要尽可能地让这些
基础相对薄弱的孩子考上本科、大专，
最好是走“错位发展、特色发展”之路。
为此，他十分重视学校的艺体特色体系
构建，包括阵地搭建、课程设置、队伍建
设、活动安排等。

他陆续推动美仑球场、舞蹈室、美
术室、音乐室、艺体综合大楼等功能场
所建成；牵头举办校运动会，让这所10
年没开展运动会的学校重新有了酣畅
淋漓的激情；陪着孩子们一起打篮球，
鼓励孩子们组建篮球队、田径队、合唱
队及其他文体社团；在教学区附近新增
20余张乒乓球桌，让孩子们课间可以
动起来；举办校艺术节，让热情洋溢的
孩子有机会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2024年，在美姑县中学生篮球比
赛上，美姑县中学收获颇丰：女子篮球
队获得两个“第一”，男子篮球队获得第
二名。当成绩公布时，在旁的刘信态一
跃而起，他内心的兴奋和激动绝不亚于
赛场上的孩子们。他知道，这群孩子眼
底有光，心有热爱。

两年半的时间里，刘信态和“支教
战友”们的努力，终于让这片贫瘠的土
地结出教育硕果：2023年，美姑县中学
实现该校近20年文化学科本科硬上线

“零的突破”。2023年-2024年，连续
两年均有26名学生考上本科院校，人
均总分提升60多分；2023年毕业季，
校园里出现了该校历史上第一张大学
招生海报；通过单招单考，2024年有
142名学生成功获得公办大专录取通
知书；2024年，学校首次获得凉山州政
府颁发的高中教学质量考核进步奖。

从0到1，刘信态团队和当地干部
们一起，用许多个“第一次”，让校园从
外在“颜值”到内在“涵养”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他们的帮扶工作成效
也在全国247支“组团式”队伍中获得
认可。在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的全国被
帮扶高中阶段学校领导人员培训班上，
刘信态作为浙江省、四川省唯一代表作
典型发言。他还曾连续两年作为帮扶
典型，受邀登上四川卫视。

“携手同行，赓续奋进，作好新时代
乡村振兴、教育强国的答卷人！”这是美
姑县中学“新春第一会”的主题词，也是

“刘信态们”的共同奋斗目标。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陈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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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多条微信动态
是他的

“愿大家乘风起
航，扶摇直上。”

“未来如金沙江
奔流，勇往直前自有
天地。”

……
开学季，对大多

数学生来说，是新学
期的开启；对高三学
子而言，接下来的近
半年时间，是人生中
极为重要的“冲刺”
阶段。

在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美姑县
中学，校长刘信态在
回归学校前干了一
件事：寒假期间，他
在北仑联系了 5 位
曾在美姑支教的教
师，邀请他们为美姑
县中学的高三学子
鼓劲加油。

2月25日，这份
跨越千里的寄语与
鼓励，成为美姑县中
学高三教室里最温
馨的礼物。

2022年7月，时任北仑区教研室
主任的刘信态主动请缨，赴西南大凉
山腹地开启支教生涯。

美姑县中学是一所有着84个班的
完全中学，学生约4700人，其中高三
现有12个班级、483名学生。

当天，这段视频在高三各个教室
里播放。当一张张熟悉的面孔隔着屏
幕与大家打招呼时，学生们的记忆仿
佛也被拉回了两年前。

视频里的5位教师都曾在美姑县
中学支教：郑奇曾是挂职副校长；邵奇
担任过年级组组长；周升国是艺体部
副主任，同时还在学校带了一支体育
训练队；李宇龙做过班主任；刘洋更是
把钢琴音乐会第一次送进了这所学
校。

在过去的一年半里，他们曾在这
里携手奋斗，也曾与如今坐在高三教
室里的孩子们结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视频不长，仅1分25秒，虽是寥寥
数语，却掷地有声，穿透屏幕，留下温
暖和力量。在高考冲刺前的最后100
多天里，这是刘信态和他的“战友们”
花心思送给孩子们的叮咛和祝福。

三年支教生涯，只剩最后半年。
刘信态希望看到的是自己辛勤耕耘后
的开花结果：有更多的高三学子考入
大学，用知识改变命运。

“高三，在不确定性很多的时代
里，锚定目标，自强不息，努力奋斗，超
越自我，这个过程和历练，是走好未来
人生之路最好的财富和最大的确定
性。”这是刘信态近日留在微信朋友圈
的动态。

支教至今，他保持着每天一到两
条的动态更新频率。微信朋友圈里的
1000 多条动态，成了他的“支教日
记”。翻阅这本“日记”，许多人看到了
这位不畏艰难的教育工作者是如何在
教育贫瘠的土地上书写初心和成就。

“从服务一方到兼济天下。任务
艰巨，使命光荣！”2022年7月12日，
从东海之滨奔赴西南大凉山腹地，正
式开启支教生涯的刘信态在微信朋友
圈里留下这条动态。

今年54岁的刘信态，在有些人看
来是“放着好日子不过”。支教前，他
已退出一线教学岗位15年。

地处大山深处的美姑县中学，是
一所生源基础相对薄弱的民族学校，
由于诸多原因，当时教学质量一般，个
别初中学生甚至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
写，高中部只有四五名学生高考上榜。

“要想办法让他们‘跑’起来。”在
刘信态看来，首先要从精气神上寻找
突破口。

身为校长，刘信态迎难而上，管
理、教学一肩挑。他接过高中部5个班
的化学、生物课教学工作，一周连上22
节课，常常伏案备课至深夜；保持着巡
课习惯，每天奔波在4幢教学楼、100
个教室，从一楼到五楼，来来回回，日
均步行近2万步。

管理方面，刘信态从最基础的机
制体系改革着手。他凝练了“每走一
步、每进一步”的学校精神，确立了建
校50多年来的第一个校训：知行合一，
行胜于言。他还与师生们一同设计校
徽，创作校歌，挑选校服。

同时狠抓教学队伍建设，重构中
层教学团队，并将“组团式”教育帮扶
团队纳入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他牵
头成立学校首个科研师训处，重点培
养青年教师，通过实施“青蓝工程”，让
89对师徒结对；还组织青年教师加入
线上课程研习平台，以开展公开课、参
与业务考试、实行集体备课等方式，进
一步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在东西协
作机制下，美姑县中学还与北仑区各
所高中、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乐山五通
桥中学等建立了帮扶“教共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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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信态家访。
2024年美姑县中学成人礼暨毕业生誓师大会上，刘信态（右）与

学生击掌。

刘信态与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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