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7月，本报《我在拉萨挺好的》栏目对来自东北的
“创业好闺蜜”范梓萱和金艳进行了专访报道，两人初次创业遭
遇挫折后，决定合伙经营饺子馆、用勤劳双手“捏”出幸福生活
的故事，引发了不少读者的共鸣。近日，本报对范梓萱进行回
访，半年过去，她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收获和感
悟？新的一年又有哪些展望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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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乎的饺子
扫去冬日寒冷

“老板，一份猪肉大葱饺子，一
份酱大骨。”临近午餐时分，位于朵
森格路的福发盛东北饺子馆开始
热闹起来。点单、上菜、结账……
老板范梓萱操着一口地道的东北
话，热情地招呼着客人。冬日里，
暖和的饺子和饺子汤下肚，就能驱
赶身体的些许寒冷。

2015 年，范梓萱和闺蜜金艳
从黑龙江来到拉萨合伙经营服装
生意。几年过去，因为服装生意不
景气，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开一家
东北饺子馆。

刚来拉萨做生意时，语言不通
是范梓萱的心病。2018年，饺子
馆开业，范梓萱给自己定下一个规
矩：不能和顾客发生争执。“有时候
担心和客人沟通不畅产生误会，导
致上错菜什么的。”但无论责任在
谁，范梓萱都会为客人更换菜品，
保证客人满意。日复一日，凭借着
诚信经营的理念、地道的口味和新
鲜的食材，饺子馆吸引了越来越多
的顾客，生意蒸蒸日上。

已开两家分店
为了生活努力拼搏
距离上次采访已经过了半年，

半年时间里，范梓萱经历着比以往
更忙碌而充实的生活。这半年，她
开了两家分店，一家在团结新村，

一家在娘热路。新开的两家分店
不卖饺子，改卖抄手，所以很多东
西都需要重新琢磨。

“那段时间，每天起床后，我先
去打理两家分店。到了下午，还要
回老店帮忙。9月，第一家分店刚
刚开张，第二家分店又要开始着手
准备，几乎每天都忙到很晚才回
家。”回想过去的半年时光，范梓萱
用“痛并快乐着”来形容。

冬至那天，店里人来人往，范
梓萱一大早就赶到饺子馆帮忙，备
菜、包饺子、点单，还要顾及分店的
生意，忙到焦头烂额。直到中午1
点，才和厨师吃上当天的第一顿
饭。忙完店里所有的活儿，回到家
已是午夜时分。“不过最忙的时候
已经过去，一切都好起来了。”范梓
萱开心地说。

范梓萱还记得，父母第一次来
拉萨看望她时，就很担心女儿不能
适应拉萨的气候，于是便经常催促
她回家。因为无法给家人陪伴，她
更希望能从经济上给家人补偿，让
孩子和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如
今因为两家分店的资金投入，她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我从黑龙江来
到拉萨，离家几千里，我告诉自己
必须要努力，也许我天生就是爱折
腾的性格吧。”范梓萱说。

过年不回家
用饺子抚慰同乡人
临近过年，在拉萨创业和

打工的人们归心似箭，路上满
是匆忙归家的人。金艳已经回
家 照 顾 孩 子 了 ，范 梓 萱 却 表
示：“今年过年不回家。”因为
再过一段时间，大家都会出来
置办年货，饺子馆的生意会更
加忙碌。

去年 11 月，范梓萱抽出 20
天时间回老家陪伴孩子，临走
时，孩子十分舍不得自己。说起
这些，范梓萱心情复杂：“因为
我常年不在家，感觉特别亏欠孩
子。但想着今天的奋斗是为了
以后能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而
且饺子馆还能抚慰其他身处异
乡的东北人，还是很值得。”

刘女士老家是东北的，在拉
萨工作多年，算是福发盛东北饺
子馆的常客。她和范梓萱一样，
无法经常回家陪伴家人，于是，
饺子馆便成了人在异乡的精神
寄托。“冬至那天，我下了班专
门到这里吃了碗饺子，除了满足
口腹之欲，也算是抚慰了我的思
乡之情吧。”刘女士说。

背井离乡在外打拼，有人
是为了赚钱养家，有人是为了
完成梦想，也有人想要丰富自
己 的 人 生 体 验 。 对 范 梓 萱 来
说，所有的背井离乡，只为了有
一天能够荣归故里。“活在自己
的热爱里，而不是活在别人的
眼光里。”新的一年，她在心底
为自己加油。

背井离乡
是为荣归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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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拉萨

从事教育工作多年
机遇偶然心里埋下种子

不久前，“校长陪我去应聘”的视频在网
络上备受关注。视频中，那曲市特殊教育学
校校长次仁拉姆陪着学生一起去招聘会。去
往招聘会的路上，次仁拉姆一直带着温暖的
笑容鼓励学生。

1994年，次仁拉姆毕业于西藏民族大学
（原西藏民族学院），从一名语文教师，到那曲
市第一幼儿园书记，再到那曲市特殊教育学
校校长，次仁拉姆从事教育工作已有30年。

说起特殊教育学校校长的身份，次仁拉
姆笑着表示这中间还有一段渊源。“20多年
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参加了一位前辈的宣
讲报告会，那位前辈也是一所特殊教育学校
的校长，她的宣讲让我印象深刻。”次仁拉姆
表示，前辈讲述了在特殊教育学校工作的经
历和经验，让她深受触动，心里也渴望着能为
特殊教育事业奉献力量。

2013年，那曲特殊教育学校成立，接到任
命时，次仁拉姆没有丝毫犹豫。11年过去，如
今提起那曲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妈妈”次
仁拉姆就是学校最美的风景。

有压力无负担
为学校的老师感到骄傲

特殊教育学校是为残疾儿童和青少年设
立的、提供个性化教育的学校，学生包括视力
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
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等。“2012年，我成为
一名驻村队员，接触到了五个特殊的孩子。
驻村期间，我逐渐了解和掌握了与这些孩子
相处的技巧。”

2022年5月，那曲市开办了以聋哑、视障
儿童为主的那曲市第二特殊教育学校，那曲

市特殊教育迎来分类办学新局面。由此，次
仁拉姆就任的那曲市特殊教育学校办学方向
转变为以培智为主，学生主要为自闭症、智力
障碍等儿童。当年8月，学校进行两端延伸，
涵盖从学前到职业高中各个教育阶段。

次仁拉姆告诉记者，目前，那曲市特殊教
育学校不少教师都毕业于知名高校的特教专
业，她们来自五湖四海，却有一个共性，就是
爱孩子、爱这份工作。“我们的学生群体比较
特殊，差异性较大，老师们除了有爱心，更要
专业，他们需要了解每一位孩子的差异，以此
做研究，量身制定教学课程和教学方法，争取
让每个孩子的人生都能有出彩的机会。”

全身心投入工作
离不开家里人的支持

每当学校的孩子们去应聘或者去单位报
到，次仁拉姆都会尽量陪着孩子们一起，实在
抽不出空，也会联系其他老师陪同。她认为，
孩子们有老师的陪伴，心里才会更踏实。

2022年，次仁拉姆有幸入选《教育部新时
代 中 小 学 名 师 名 校 长 培 养 计 划 》
（2022-2025），并且成立了自己的名校长工作
室，工作室成员是来自全区七市（地）的10位
校长。次仁拉姆表示，将与工作室成员，发掘
不同学校的特点，研讨学校发展的思路，把形
成的先进经验在区域内进行推广，为西藏自
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工作上取得的成绩，离不开家人的支
持。2006年，次仁拉姆和丈夫步入婚姻的殿
堂。丈夫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婚后，丈夫
因工作需要调往拉萨任职，按照相关政策，次
仁拉姆本可以在第二年也申请调去拉萨工
作，不用分居两地。但是次仁拉姆犹豫了，她
投身特殊教育事业的梦想还未实现……

最终，两人商议后，丈夫支持次仁拉姆的

决定，开始两地分居的生活。说起家人，次仁
拉姆难掩愧疚：“这些年，孩子一直是丈夫在
照顾，他是个很好的人，没有任何不良嗜好，
孩子被他教育得很好。”自从分居两地，寒暑
假成了次仁拉姆最珍贵的日子。但和家人团
聚并没有那么容易，因为校长责任重大，每次
放假后，次仁拉姆都是最后一个离校。但无
论生活怎样不易，丈夫始终没有让次仁拉姆
放弃自己的工作和事业。

毕业生顺利就业
感谢国家对特殊孩子的关心
特殊学校的孩子就业问题是次仁拉姆一

直关注的问题。次仁拉姆告诉记者，从党的
十八大提出“支持特殊教育”，党的十九大提
出“办好特殊教育”，党的二十大明确“强化特
殊教育普惠发展”，特殊教育经历了从“支持”
到“办好”再到“强化”的过程。“正是因为国家

对这些特殊孩子的关心关爱，老师的专业教
学和无私奉献，才让这些孩子可以更好地学
习、生活、工作。”次仁拉姆表示，从特殊教育
学校毕业的大部分孩子都找到了工作，他们
自食其力，融入社会，让她很安心。

自从选择“特教”行业，次仁拉姆倾尽所
能，如春雨一般滋养这些幼苗，让孩子们感受
到热爱与坚守。她为特校的孩子们付出了全
部心血，也得到了温暖的回报。已经毕业的
孩子们经常在微信上问候她、跟她聊天，有时
还会回校园看望。

2023年教师节，一个已经参加工作的孩
子带着自己做的手工花回来看望老师们。收
到学生亲手做的“鲜花”，次仁拉姆很开心。
花儿含苞待放、朝气蓬勃，充满活力与快乐，
就如同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尽管人人不
同，但人人都充满生机，在阳光下尽情绽放生
命的色彩。

那曲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次仁拉姆：

让“特殊”花朵在阳光下绚丽绽放
近日，那曲市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次仁拉姆返回校园处理工作，她仔细检查了校园的每一个角

落，确保寒假期间不会留有任何安全隐患。“今天下午，我还要送一个孩子去工作地报到，等完成了
所有工作，就可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次仁拉姆高兴地告诉记者。 记者 黄帆

“六一”儿童节期间，学生们的手工作品得到展示。图由次仁拉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