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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经贸学校的首届凉山学生
中，有6人参加浙江省单考单招，全
部上线，其中柴长青同学以475分的
成绩，在全省13000多名计算机专业
考生中位列3500多名。

三年前刚到宁波时，这些同学的
基础知识相对薄弱，想要参加高考，他
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掌握大量的
知识和技能。“6名凉山学生都取得了
不错的高考成绩，为高一、高二的凉山
学生们树立了良好榜样，相信他们在
九月份都能进入理想的大学继续深
造。”宁波经贸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外，记者了解到，在经贸学校
求学的首批凉山学生中，还有2人留

在了宁波工作，进入了顺丰公司。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宁波市职

教中心学校。该校首批凉山学生共
10人，有5名电商专业学生参加了浙
江省单考单招，全部上线，实现了三
年前所说的“可宁波就业，也可浙江
升学”的帮扶目标。

鄞州职教中心首批凉山学生共11
人，有4人参加高考，其中3人上线。

三年前，凉山学生离家千里赴甬
求学，宁波学校的教师就是他们的“宁
波家长”，从学习辅导到生活起居，连
宿管阿姨都事无巨细地关心着他们。
如今的收获，是东西部教育协作的成
果，也是学校、教师努力付出的回报。

三年前，首批凉山学生来到宁波，他们分布在不同的中职学

校里求学，如今，这批学生高中毕业了，他们中有的选择在宁波

求职，有的选择回老家，也有的选择了高考（浙江省单考单招）。

如今，高考成绩出炉，他们交出了一份自己的“答卷”。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王亚达 宁芬 洪晓勇 戴则宇

在甬江职高求学的凉山学生中，
还有一名通过技能大赛被高职院校
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他叫巴久五
呷，是一名彝族少年，他的人生轨迹
在2024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巴久五呷同学来自凉山州一个偏
远的山村，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曾一度
面临辍学的困境。但是，对未来的憧憬
让他选择了继续读书，并在烹饪专业
课程方面展现出了不错的天赋。

2022年，巴久五呷得知学校要
选派优秀学生参加市技能大赛的消

息后，毫不犹豫报了名，并在准备过
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努力。经过角逐，
巴久五呷在市技能大赛中餐烹饪热
菜项目中获得了一等奖。这次获奖让
他信心大增，也让他看到了自己未来
的希望。随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开始
了省技能大赛的准备工作。在省赛
中，他荣获了三等奖。

这两次获奖，也让高校向他抛出了
橄榄枝。经过考虑，巴久五呷选择了浙
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这所学校的烹饪
专业有着较强的实力和良好的声誉。

“这次填报志愿，我会选择一所
宁波的高职院校。”鲁绒祝姆说。“大
学生活一直是我向往的，也是人生的
新起点。”次尔央青说。与宁波的高考
生们高考结束后大多选择休息不同，
这两名来自凉山木里的女生，高考结
束后的第一件事，是去找一份暑期
工，为自己挣学费。这个暑假，她们会
在鄞州区的一家印刷企业工作。

两名女生的班主任梁彩金老师介
绍，这两名凉山女生特别懂事，学习上
也比较刻苦，因为家庭条件的原因，平
时比较节俭。“这次高考，鲁绒祝姆的成
绩达到了453分（单考单招总分 600
分），她应该能选择一所理想的高校就
读了。”鄞州职教中心副校长童燕波说。

当问及这段时间的打工感受，鲁
绒祝姆说，“虽然工作有点辛苦，但很值
得。”她说自己刚高中毕业，没有什么特
殊技能，所以对工作没有要求，只是靠
自己的劳动挣点钱，苦点累点没关系。

鲁绒祝姆说，这次填报志愿，她
会选择一所宁波的高职院校，报一个
自己喜欢的会计专业，毕业后希望从
事会计工作。

次尔央青在高考查分后，第一时
间给父亲打去了电话，她告诉记者，
非常感谢鄞州职教中心，感谢关心她
的老师们，她很喜欢宁波这座有爱的
城市。“在宁波的三年里，老师和同学
都非常关心我们，节假日，老师会带
我们去宁波的各个文化景点参观，我
已经爱上这座沿海发达城市了。”

记者还了解到，高中期间，只要
放寒暑假，次尔央青就会回木里老
家，跟爸爸一起干农活。在父亲眼里，
央青自从三年前到宁波读书，一直很
努力，收获也很大，如今考上大学，父
亲也感到十分振奋，了解到女儿暑假
里打工挣钱，更是让他感到欣慰，“争
取顺利完成大学学业，我苦一点没有
关系。”央青的父亲说。参加高考的凉山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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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带着凉山学生参观宁波老师带着凉山学生参观宁波。。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接机团”阵容庞大
一群人早早地在机场等候

“本来以为7月初才能回来，没想
到提前了一个礼拜。”一位教师家属激
动地说，思念之情溢于言表，她是宁波
市同济中学支教老师沈松斌的妻子，
很支持丈夫前往库车支教，“对他来
说，援疆不仅是很好的锻炼机会，而且
能为新疆教育作出贡献，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我们家人要支持他，成为他
最坚实的后盾。但说不想念是假的，知
道他可以回家了，真的很开心。”

沈松斌支教的学校是库车市第二
中学，担任副校长职务。他和其他14
位援疆教师组成了“库车二中援疆
团”，为库车二中输送了先进的教育理
念。“新疆地广人稀，我所支教的学校
可以称得上是当地的‘名校’，很多学
生来自离家几十甚至一百多公里外的

地方。他们往往一学期才回家一次，大
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学习。”沈松斌说，
在新疆待了一年半，才理解援疆工作
为何需要一批又一批的教师“绵绵用
力、久久为功”，“每个学生都很努力，
所以，在新疆的每个老师都会有一种
强烈的责任感，要把好的教育方法、学
习方法带给他们。这一年半的支教经
验，我们也会以文字的形式，传给下一
批援疆教师。”

这次的“接机团”阵容庞大。市教
育局党委委员、二级巡视员胡刚强代
表市教育局到机场迎接，各区（县、
市）的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和学校负责
人也都手捧鲜花前来接机，不少教
师家属们也早早地在机场等候，让
援疆教师一下飞机就能感受到回家
的温暖。

“辛苦了，欢迎回家。”象山县教育
局人事科副科长郑成业代表象山县教
育局前来接机，向四位援疆的象山老师

送上了诚挚的问候。“这一年半，他们放
下了对家里的牵挂，把自己多年的教学
经验毫无保留地带到祖国边疆，我们为
他们而骄傲。”郑成业告诉记者。

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教育援疆一直在路上

多年来，宁波为教育援疆做了很
多探索，“全链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飞地”“共享教师”“领雁工程培训”
等宁波教育援疆模式广受肯定。

本次援疆的 52位老师以“小组
团”的方式，分赴库车市第二中学、库
车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库车市慈孝

书院、库车市阳明小学、库车市应麟幼
儿园等多所学校（幼儿园）。在一年半
的支教时间里，他们为各个学校贡献
了自己的力量。

援疆教师们在“一线”挥洒教育热
情，在他们的后方，有来自教育局的倾
力保障。据介绍，宁波市教育局一直以
来对教育援疆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委
派教育专家团前往新疆助力老师们的
支教。“宁波的教育援疆，一直在路上。
下一批的援疆教师已初定人选，目前
已在体检阶段。八月份，新的一批援疆
教师也将出发，接好接力棒，推动新疆
的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市教育局相
关负责人说。

首批来甬的凉山学生 多人考上了大学

“辛苦了，欢迎回家”

支教一年半 他们回宁波啦
6月28日凌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刚刚落地的援疆教师们与家人

热情相拥，与各区（县、市）分管领导和学校同事招呼、寒暄，他们有着说

不完的话。一年半的时间里，这些援疆教师跨越4500多公里，用满腔热

忱共筑宁波与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的“教育共富”之路。

去年，宁波共有52位教师组团式援疆。他们完成了一年半的支教任

务，分两批返甬。此次返回宁波的共有51位老师，另有一位老师将随省

队返回。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林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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