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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王伟）
“好开心！老师送我们回家乡，还要到我们家
家访呢！”学期末，宁波经贸学校高一、高二的
凉山孩子们得知这个消息后很开心，因为这
次暑假返乡，全程多了4位老师陪伴。

6月23日，学校政教处马恺、曹恒瑞，凉
山班班主任毛浓满、章有国四位老师，从宁波
出发，前往相距2500多公里的凉山州盐源
县，开展为期5天的家访。

由于要走访14户家庭，加上同学们分住
在各个乡镇，山高路远，老师们决定兵分两
路。

第一站前往树河镇扎子沟刘世聪家。老
师们从县城出发，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翻越
2780米高的山，直到前方没有路，只好踏着
泥泞的山路缓步走到扎子沟。

“没想到老师们真的从那么远的宁波来
我们这里家访。”刘世聪的家长非常感动，热
情地接待大家。通过家访，老师们得知，刘世
聪还有个哥哥在成都读大学，家中的主要经
济来源就是山上种的几亩花椒与核桃，而今
年的收成并不好。当听到刘世聪这次考试取
得全班第一名时，全家人瞬间露出了灿烂的
笑容：“感谢你们的辛勤教育，希望孩子能继
续努力读书，用知识改变命运！”

由于前几天下雨，山路黄泥松软，回程路
上，刘世聪一家和老师们一起用铲子与锄头
清淤铺路，让返程的车辆能正常行驶。

陈明娇家在树河镇五台山村6组，虽然是
同一个镇，但需要翻越两座大山。这是一条只
能容下一辆车的机耕路，陡峭的山坡，路边没
有护栏，下面是波涛汹涌的金河，看得人胆战
心惊。陈明娇家就在半山腰的悬崖边上，方圆
几里就这一户人家，屋子下面就是二滩水库。

陈明娇的爷爷和爸爸热情相迎：“太高兴
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有老师来家访。”说着
便拿出刚割下来的青芒果让老师们一定尝一
尝。陈明娇还有一个弟弟，妈妈走了以后，爸
爸一个人将两个孩子养育长大：“虽然尝尽辛
酸，目前家里还有负债，但好在姐弟两人比较
听话，也爱读书，小时候能来回走六七个小时
去镇上读书。”陈明娇爸爸的话让老师们深受
感触，大山的孩子想“走”出去，真的要付出比
别人更多的努力。临别之际，班主任毛浓满握
住陈明娇爸爸的手，郑重地说：“请您放心，我
们一定尽自己的全力来教育孩子，让她学有
所获，学有所成！”

刘力兵家在一个山坡边上，家里是三间
黄泥土坯房。刘力兵介绍了家里的情况，“爸
爸残疾，耳聋，妈妈在我三岁、弟弟一岁的时
候就离开了，平时主要靠二伯接济。”穷人家
的孩子早当家，刘力兵现在的愿望是弟弟能
继续读书，自己能早一点长大撑起这个家。

看到这样艰苦的家庭条件，老师们心中
感触良多，他们鼓励刘力兵：“困难是暂时的，
相信通过努力，一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此行虽然山路崎岖、旅途劳累，但收获
太多。”班主任章有国老师在家访日记中写
道，“通过家访，我们了解到凉山学生求学路
的艰辛与不易，更领悟到对口支援教育工作
的重要意义。未来，我们一定不忘初心，竭尽
全力，助力凉山学生成长成才！”

6月17日晚，老师们在计划日
喀则的南木林和仁布家访时，孩子
们传来消息说318国道正在维修，
路堵难行。正当团队调整家访行程
时，戴老师在群里发来消息说，高
一的占堆同学家出了变故，两位至
亲在五六月份相继离世，占堆也是
到家才知晓此事。这一消息让整个
家访队伍担忧。“也许这是孩子最
需要我们的时候”，当戴老师提出

前去慰问的建议时，家访组长、学
校副校长冯朋员当机立断，第二天
赶赴高海拔的当雄去慰问孩子一
家。

6月18日，老师们赶了4个多
小时的路，奔赴海拔4300多米的
占堆家。失去了母亲的占堆，到家
后经历了怎样的悲痛欲绝？虽然潘
燕老师前一天晚上就打了慰问电
话，但见到孩子后还是一脸担心。

老师向占堆父亲报告了占堆在校
时光荣入团和他获得省中职能力
大赛一等奖的消息，希望能给他的
家人带来些许慰藉。离别前，副校
长冯朋员代表学校、杨渊老师代表
班主任团队，向占堆父亲送上了慰
问金。离开当雄时，占堆一家送老
师们上车，互道平安。那一刻，老师
们从紧握的双手中感受到一种托
付。

家访现场。

宁波经贸学校老师
来到凉山家访

“更理解了山里的孩子”

鄞州职高的老师又一年西藏家访：

温暖常在 高而不寒
因为西藏孩子在宁

波求学，每年暑假，宁波

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的

老师们都会护送孩子回

西藏并家访，已坚持 14

年。今年的西藏家访，教

师团队一共走进了 16

名学生家庭，同时走访

了 26 名毕业生。拉萨、

林芝、山南三地市均留

下了家访团队的足迹。

家访中，老师们感受到

了不同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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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潘燕

6月14日下午，坐了两天两夜
火车，带着翻越唐古拉山的疲惫，
教师团队护送学生抵达拉萨后均
出现了头痛等典型高原反应。正当
他们靠散利痛缓解这无法抗拒的
疼痛时，一个电话如同饱和的氧
气，成了团队抗高反的精神良药。
这是来自23级学生旦增曲增姑姑
的一个电话。

旦增曲增的姑姑是拉萨一所
中学的老师，受曲增父母委托到拉
萨火车站接站，见到孩子的一刹
那，她就感觉孩子变了，变白变高了
不说，整个状态给人一种说不出的

欣喜。在回家路上的交流中，她发现
孩子懂事了、温和了、贴心了……于
是，她第一时间拨通了戴老师的微
信电话，要把这份喜悦和老师们分
享。

十多分钟的电话交流表达了
欣喜、感激和期待。这通电话成了家
访团队的强心剂，历经一年照顾和
教导后的孩子们，在父母眼里是否
有变化，也是老师们家访的期待。

达孜的边巴罗布妈妈说孩子
本来就比较懂事，这次回来变得更
踏实更能干了；对于工布江达的旦
增扎巴，老师们答应家长下一学年

让扎巴变得更加积极阳光；林芝的
白玛顿珠幸福的一家让老师们感
受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白玛顿珠
爸爸说孩子获得省中职能力大赛
一等奖就是学校优质教育的最好
证明……

抵达一个个孩子的家乡，遥远
的路途让老师们看到了家长把孩子
送往宁波的决心和期盼；走进一个
个孩子的家庭，不同的家境让老师
们看到每个孩子的原生家庭和培育
方向；复盘一次次家访，短暂的交流
交往让老师们看到了自己工作的重
要意义和肩上承载的重担。

在旦增曲增和贡久次仁家，老
师们遇到了两位能说普通话的长
者，他们分别是两位孩子的奶奶和
外公。

旦增曲增那戴眼镜、穿藏装的
奶奶从事业单位退休已经有二十
多年了，她对曲增在宁波一年的成
长非常满意，特地提前一天从拉萨
赶到乡下曲增家接待老师。她和曲
增的小姑姑跟老师们聊起现如今
的西藏时，满脸洋溢着幸福的神
情，她们说下午就要参加民族传统

节日望果节了，曲增妈妈还要表演
舞蹈，以前一件新藏服要穿一年，
现在一个节日跳舞的新藏装就准
备了四套，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希望曲增继续进步，过上更
好的生活。

贡久次仁外公皮肤黝黑，身着
夹克，他在当地的果蔬之乡经营着
一片果园。他的普通话是年轻时向
在林芝当兵的汉族同胞学的。他说
贡久是他一手带大的，这一年特别
想孩子，孩子回家后勤快又暖心，

他代表全家向老师们表示感谢。外
公希望贡久学好技能，报效国家。
外公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更重要
的是国家政策好，小学到中学都

“三包”。
“宁波为民族地区孩子提供了

良好的学习机会，这也为我们老师
提供了教育援藏的良机。孩子的家
长们希冀孩子学成归去创造美好
生活，我们更应担当使命，奋发有
为。”听了两位长者的话，老师们心
有感慨。

最后两天，家访队伍走访了拉萨
十余家企业，了解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和西藏的就业行情。目前，从鄞州职
高毕业在拉萨的毕业生，大都从事着
所学专业汽车维修，也有少部分毕业
生从事着社工、辅警等工作。前几届
的毕业生工作稳定，有的已成为单位
的中坚力量，如2010级的洛桑达娃
成了拉萨路虎4S店的技能一把手，
月薪近两万元；2011级的欧珠已成

协和汽修的师傅，月薪两万元左右；
2012级的旦曲从事社区工作，服务
社区群众，表现出色。老师们走访的
第一家就是旦曲的工作单位拉萨城
关区林琼社区居民委员会。

居民委员会的书记一见面就
惊讶地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
看到学校老师来看望毕业学生，而
且是从万里之遥的宁波来访。书记
夸赞旦曲工作积极有想法，是个难

得的有为青年。
此次家访过程中，还有50多

名毕业生先后与老师们相聚，相伴
在高原的每一段行程中。

完成拉萨的走访，家访团队
2024西藏行也接近尾声，老师们
说起200多名毕业生，如今已经成
为建设高原的新兵，就感觉走过数
千公里家访路的自己少了疲惫，多
了些职业幸福感。

家长的欣喜

长者的期待

突变的行程

高原的新兵

家访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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