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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在家整理书柜资料的时候，无意中翻

到了三个笔记本，打开一看，是西藏日喀则市

第一高级中学的学生写的离别感言，看着一个

个熟悉的名字，我的思绪又回到了魂萦梦牵的

校园。

2018 年 8 月 15 日，我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

召和祖国的召唤，随山东省第二批组团式教育

援藏团队来到了日喀则市第一高级中学。

走在校园里，迎面走来的一高学生，他们

腼腆，略带羞涩，很有礼貌地说“老师好”，他们

的淳朴和善良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一下子喜

欢上了这些学生。

这份情感让我无怨无悔地奉献在一高，把

我的爱也倾注在学生的心田。

一高的孩子学习非常勤奋刻苦，早上五点

多天不亮就起床，在学校路灯下背书，但是由

于高原缺氧，学了之后很容易忘，同学们就反

反复复在那儿背诵。我在教学中探索适合一

高学生的教学方法，稳扎稳打，引导学生先听

懂学会，最后喜欢上思想政治课。

“他每天的作息时间跟我们差不多，甚至

早晨比我们还要早，晚上比我们还晚。他怕我

们学习有压力，每天都会陪在我们身边寸步不

离。他对我们的用心之深，甚至于不顾惜自己

的身体，感觉像个超人一样，总有无穷的力量，

不会感觉到累，不会感觉到疲惫，有这样一位

老师和这样一群同学，高中生活很美好。”这是

一位藏族同学在我的留言簿上写下的。

2019 年 3 月，高一第二学期开学以后，学校

安排我担任高一（3）班的班主任。这个班级与

其他班级的不同之处在于这是一个多民族学

生组成的班级，学生中有藏族、汉族、回族等几

个民族，不同民族的习惯、风俗，还有不同层次

的学生，这无疑增加了班级管理的难度，任课

老师们大多不愿意接手这样的班级。为了让

学生们发展得越来越好，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班

级管理工作中去。课间 10 分钟，我会到班级看

看学生们的课前准备是否做好了，或者结合平

日的测验询问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学习中遇

到的困难或者存在的心理问题，有针对性地提

出一些合理化的建议，帮助学生不断进步，吃

饭时间到餐厅看看学生的就餐情况，走到每个

餐桌前询问饭菜合不合口、能不能吃饱，提醒

学生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援藏四年，我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早上天还不亮我就打着手电筒、骑着自行车到

学校，和学生一起跑早操，开始一天的工作。

晚上坚持到第三节晚自习下课以后，再回到援

藏公寓。一天差不多有十四个小时是在学校

陪伴着学生度过的。在山东，这就相当于早上

4 点半就到校，晚上 9 点回家！甚至有一次，因

为高原缺氧加上天黑，我在骑自行车的时候一

头扎进了路边的沟里……

在日喀则一高支教的每一天，我都在随时

随地了解学生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困难，通

过自身的勤奋努力工作引导教育学生，团结班

级任课教师共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班级的学

习氛围不断增强，不同民族学生之间的关系也

越来越融洽，班级成绩也从一开始的倒数第

一，慢慢升到了前列。2019 年和 2020 年的日喀

则市第一高级中学“班主任节”表彰会，我被评

选为最好的首席班主任，我的这种“拼上去、干

上去、靠上去”的精神也被学校学生管理中心

主任次旺巴丹充分肯定。

国家对西藏农牧区的学生实行“三包”政

策，为农牧民家庭减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学

生可以在享受国家优惠政策的条件下努力学

习，实现自己的大学梦想。但是也有一些家

庭，因为各种原因，学生通过自己的拼搏考上

了理想的大学，由于拿不出上学的路费，不能

及时报到，最终放弃上大学。这种事情的出

现，让人无比痛心。有一次在校园里，学校领

导和我谈学生管理工作，无意中他们谈起了这

些事情，听到之后我感到非常心疼和惋惜。于

是，我拿出 2 万元钱用于资助 4 名 2020 年日喀

则市第一高级中学毕业的考上大学的家庭困

难学生，帮他们圆了自己的人生梦想。

“老师您好，我是一名今年得到您资助的

西藏学生巴桑普尺。以前是西藏日喀则市第

一高级中学高三（16）班的学生，今年考上南京

审计大学的会计专业，成为了一名大学新生。

我要跟您特别说声‘谢谢’，谢谢您的帮助，圆

了我的大学梦。祝愿您工作顺利，幸福安康，

扎西德勒。”这是 2020 年 10 月 5 日我资助的一

名学生手机发给我的短信留言。

“感谢三年来您的陪伴和付出，我们一定

不辜负您的期望。老师您一定要好好照顾自

己，看着我们成长。”这是我曾经带过的班长陈

憶给我的留言。

时光飞逝，短短四年的援藏支教工作虽然

结束了，回到家的我仍然念念不忘日喀则一

高，梦想着又回到了让我牵挂的那些可爱的西

藏学生身边，陪伴着他们，呵护着他们。这种

情感也在不断的砥砺自我、守正创新，成为学

生成长道路上的引路人。

（作者系山东省第二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干部）

多年来，党和国家惠农利民政策如阳光雨露

润泽雪域高原，牧民们从游走的帐篷搬迁到了定

居 的 小 康 村 ，老 一 代 牧 民 的 生 活 从 传 统 走 向 现

代，此时如何将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给下

一代，让下一代在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去继承、

创新呢？

近几年，甘肃甘南作家王小忠特别关注雪域

儿童的成长，他于 2023 年底出版的长篇儿童小说

《草原小曼巴》与《草原小骑手》，再一次回归到雪

域高原农牧村结合的边陲地带，尽心思考那一方

天地里儿童的教育与成长，写出了雪域儿童成长

中的快乐。

在藏语中，“曼巴”的意思是“医生”，医生的天

职就是“治病救人”。在《草原小曼巴》中，作者再

次将孩子们成长的“乐园”聚焦到了“学校”“诊所”

“牧场”三个维度中，书写了儿童成长中的快乐。

如班马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批评与构思》中所

言：“儿童的生活状态，若从现实来看，那便自然地

推导出就是‘学校生活’了。”

在所有的教育中，我们不能忽略学校教育。

在《草原小曼巴》与《草原小骑手》中，作者自然将

儿童教育的“重心”放到了学校，多笔墨书写出了

儿童在学校生活中的快乐。但在《草原小曼巴》

中，作者王小忠没有更多地去写老师如何手把手

地教给儿童知识，也没有更多地回到儿童所在的

班级去写他们在集体中的温暖，而是注重展露学

校的新貌和老师的家访，并将其与家长接送孩子

时的愉快结合起来，在情意化的对话中完成了“师

生情”的培养与教育。

《草原小曼巴》中的老师，有来自本土的藏族

老师嘉木，也有前来支教的李老师；学生中有来自

牧区的学生康珠扎西、班马次力，也有来自农区的

学生胡静梅、赵叙等。在不同的礼貌用语、不同的

学习方式、不同的顽皮对话中，让每个孩子都潜移

默化地受到良好的教育。

在 学 校 教 育 中 ，我 们 看 到 了 在 党 和 国 家 惠

农 利 民 政 策 的 实 施 下 ，农 村 与 牧 区 的 融 合 。 诚

然，在儿童的成长路上，学校教育是儿童成长最

重要的时段，在学校里，集体交流，儿童之间的

友情和摩擦必将给儿童留下永久的回忆。但儿

童的在校生活毕竟是有限的、封闭的。放假、或

放学对儿童来说都是另一种生活。学校放假放

学 ，儿 童 自 然 回 到 另 一 片 成 长 的 乐 园 —— 家

庭。《草原小曼巴》中的儿童回到了牧场。在这

一 场 景 的 生 活 中 ，作 者 自 然 回 归 到 了 儿 童 生 存

能 力 的 培 养 与 教 育 上 。 在 这 里 ，我 们 不 断 地 想

起班马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批评与构思》中

的那段论述：“童年期深深蕴含着古老的东西，

‘儿童’与‘古老’产生了有意味的联系，直至时

间的久远之处。”对于藏族儿童来说，回牧场就

是儿童“天性”的回归。

青藏高原上的藏族人民离不开大自然。茫茫

雪山、雪崩、狂风、沼泽；狼、豹、严酷的自然环境

等，构成了对生命的挑战，作为藏族牧人必然也将

生存本能无意识地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在《草原

小曼巴》与《草原小骑手》中，作者将喂狗、生牛粪

火、烧水、拌糌粑、牧牛羊、撵羊毛、割草储料、打狼

等最基本的生存能力艺术化地传授给儿童。在远

古的中国历史中，火既能驱走凶猛的野生动物，也

能产生光与热，还能煮熟食物，但水火无情。火也

会毁灭自然植被，给人类造成灾难。人类对火的

合理使用标志着人类“智”的飞越。《草原小曼巴》

中作者刻意描写小男孩的阿乃（叔叔）教他生火的

环节。当然，如何理性处理生存与自然动物之间

的矛盾也是著作要给孩子们提供的一大教育。美

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曾写过一篇散文叫《像山那

样思考》，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到了狼在自然生态

中的意义。同样在《草原小曼巴》中，作者引出了

打狼事件之后，以讲故事方式告诉小朋友们，狼是

自然界的保护动物，对付它最为合理的方式便是

屁股底下坐一张狼皮或是养一只猎狗。这样的教

育既免去了人对自然生命的残害，又教会了孩子

们动物之间的“克生”关系。

小说中的诊所空间是孩子们有趣接受中医药

知 识 的 地 方 ，诊 所 里 有 疼 爱 孩 子 的 中 医 大 夫 爷

爷。在中国民间，中医虽然能治百病，但中医使用

的药材来自于大自然，尤其是小说中所写的“黄

芪”“党参”“柴胡”“虫草”等药物的采撷会造成对

自然的破坏。出于生态保护，小说中康珠扎西的

爷爷并不是从自然界中采撷药材，而是撷来药草

籽种在自家的菜园子里。不难发现，爷爷在讲述

培育药材的过程中自然也将中医学的基本知识传

授给了孙子康珠扎西。在那一方园地里，看似是

长辈与晚辈之间的友情对话，实则无意识地传授

给了孙子辈们三方面的知识：一是自然生态保护

意识，二是药材培育技术，三是中医基本知识。有

了长辈这几方面的知识普及，孩子自然就成为“草

原小曼巴”。

当然，从小说的整体寓意看，“草原小曼巴”不

是行走在民间大地的小曼巴，而是“疗救”自然的

小曼巴。

如果说《草原小曼巴》重在强调儿童生态保护

意识的话，《草原小骑手》则又是一部从儿童视角

书写了生态忧思，小说具有一种文化寻根意识。

小说中，阿爸又成为一个“根”文化知识的传授

者。他传授给孩子们的是如何保护河里的鱼及鱼

在藏文化中的意义；也传授了如何保护山里的野

鸡等生物。与《草原小曼巴》所不同的是，《草原小

骑手》中写出了藏族儿童的英雄梦想。显然这部

儿童小说是在“格萨尔王”史诗影响下创作的一部

儿童小说，小说回溯安多“格萨尔”文化的同时，重

点突出了“少年志”的书写，其更利于培养孩子们

的集体荣誉感。

班马在论述儿童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区别时

说：“儿童文学的精神是‘入世’的，而一般的通俗

文学在审美效应上却有一种‘遁世’的倾向；通俗

文学完全取一种大众艺术的形式，而儿童文学的

艺术形式中还具有神话原型、寓言意味等，类型似

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性发展。”小说中的叙事主人

公亲临插箭节、赛马节等本民族节庆现场，在丰富

的节日文化中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个孩

子永远争当草原骑手的“入世”梦想，小说更多地

突出了人马的关系，自然也就回归到了对马背英

雄的想象。

格拉丹东雪山 高玉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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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 年 生 活 中 的 英 雄 梦 想
——王小忠儿童小说《草原小曼巴》与《草原小骑手》的教育价值启示

朱永明

为 深 入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的重要思想，以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为主线，着力构筑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全社会深

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营造

良好氛围，西藏日报副刊“书香

西藏”栏目将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题，面向社会

征稿。

征稿要求：

（1）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为主线，充分展现各族群众

之间真情交融、手足相亲、守望

相助的感人事迹，全面展示西藏

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

同创造美好生活的精神风貌。

（2）字数在 1500字左右。

（3）作品须为个人原创作品。

（4）投稿邮箱：xzwyfk@163.

com 请注明“书香西藏”栏目，并

附上作者联系地址和联系手机

号码。

稿件一经采用，稿酬从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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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砧上的火花飞舞

是你不屈的灵魂

熔炼着梦想

铸就辉煌

手中的工具轻舞

如诗人的笔

描绘着生活的色彩

绘出世界的繁华

你是工匠

是艺术的缔造者

用双手编织梦想

用心灵铸就传奇

工匠精神

是岁月的积淀

是品质的保证

是对生活的热爱与敬仰

我赞美工匠精神

赞美那份执着与坚持

赞美那份对完美的追求

赞美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敬仰

建筑工人

你将钢筋作骨

把水泥为肉

筑起城市的高楼大厦

如雨的汗水

每一滴，都是对家的坚守

粗糙的双手

筑起城市的梦

托起明天的希翼

脚手架上

你如鹰击长空

在蓝天白云间

绘制未来的画卷

建筑工人

你是城市的脊梁

时代的见证

用汗水铸就了辉煌

用笑容温暖了城市

环卫工人

破晓的城市

尚未醒来

你，已披着星光

扫去夜的尘埃

街角的风带着凉意

你，手执扫帚

画出岁月的痕迹

落叶轻轻，

在你脚下堆积

你用汗水

书写着无声的诗

你扫去尘埃

也扫去心中的烦恼

你的背影

在朝阳的光亮里

高大

城市打工妹

在城市的边缘

有朵绽放的花

打工妹

在繁华的街巷里

晶莹无瑕

街头巷尾

有你忙碌的笑容

钢筋与水泥之间

有你穿梭的身影

你用细密如丝的巧手

编织着生活的梦想

汗水是你的诗行

在砖瓦间流淌

城市的霓虹

映亮你脸上的红晕

你是城市的旋律

在喧嚣中跳跃

你的歌声

穿越云层

飘向那家乡的遥远

打工妹

一朵鲜艳的小花

在城市的角落静静开放

用最朴实的美

扮靓城市的风景

工匠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