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爱，他寒来暑往坚守乡村，年仅40岁青丝
换白发，只为山区孩子逐梦前行。

因为爱，她去而复返，跟随他不远千里来到贵州黔西，
一位汉族姑娘主动擎起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火炬。

他叫杨明，来自浙江杭州。她叫罗洋，来自山东滨州。
从东部到西部，从改革开放前沿到乡村振兴一线，这对

平凡的夫妻先后放弃大城市的工作，在贵州找到了人生价值
和发展方向。当他们的人生选择遇上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的浪潮，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举办教师学科素养练习

本报讯（记者吕琳丽 特约通讯员 邹鹏）为进
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综合素质，促进
教师专业素养提升，12月27日，安顺市关岭自治
县龙潭街道第一小学、龙潭街道第二小学、北口小
学、岭岗小学、杉林小学220名小学教师结合执教
学科，分别参加小学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
治、科学、美术、音乐、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共
9门学科素养练习，不断夯实自身业务功底，赋能
专业素养提升。

此次学科素养练习，内容不仅涵盖了各学科的
基础知识，还融入了新课程标准、教育理念、教学
方法等，全方位、多角度训练教师的学科素养和教
学能力，特别是新课标在教学中的实践应用情况。

近年来，龙潭街道抢抓东西部协作帮扶东风，
通过结对帮扶、名师工作室、名校长工作室、外出
跟岗交流学习等方式，不断补齐教师专业成长短
板，现已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教师专业素养
评价体系，持续致力于提升教师素养。

关岭

资讯
他来自浙江，她来自山东，他们在贵州相识、相恋、相守······

一对支教夫妻的“西部恋歌”
贵阳生态科普馆

自然教育传递神奇和美丽

白酒产业高级研修班开班

本报讯（记者肖知潞）近日，2024年白酒产业
高级研修班在遵义仁怀市举行开班仪式。

据了解，研修班旨在培养高端白酒技术人才和
管理人才，为白酒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学员
们将依托仁怀的白酒产业资源和文化底蕴，结合贵
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优势，获得全方位、多层
次、实践性的学习体验。研修班将围绕中国酒文化、
酿酒技术、质量管理等核心主题，通过专题讲座、案
例分析、技能实践等形式，解析白酒产业前沿理念与
实践技巧，并特别关注可持续发展问题。

本次培训致力于培养高素质白酒产业精英，打
造一支既精通酿造技艺又熟悉市场运营的复合型人
才队伍，推动白酒产业技术创新与转型升级，加速
白酒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步伐。共有来自全省各地多
家酒企、白酒行业相关单位及院校共计120名学员
参加。

作为承办单位，为保障学员培训质量，贵州轻
工职业技术学院邀请了多位白酒领域的权威专家授
课，他们不仅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还在学术研究
和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开班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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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奇 特约通讯员 史开荣） 12月
28日，第46期“美丽贵阳·山水林城”生态文明
主题讲堂在贵阳生态科普馆举行，以“让生命影响
生命——如何让孩子在大自然中学习”为主题，从
事环境保护公益活动近20年的环境科普专家郑红
艺为线上线下共28万余名观众带来了一场精彩的
分享。

郑红艺从教育的共育与配合、自然教育的益处
与实践两个角度出发，深入阐述了孩子们如何在大
自然中汲取知识并培养学习能力。她认为，大自然
有助于孩子们理解抽象的概念，提高解决问题的思
维和能力，通过自然教育，能让孩子们在亲身体验
中感受大自然的神奇和美丽。

据了解，2021 年 3 月，“美丽贵阳·山水林
城”生态文明主题讲堂正式成为贵阳生态科普馆对
外开放的常态化活动，每月最后一个周六，邀请生
态环境领域的专家开展专题讲座，采用“部门+高
校+协会+传媒”联合打造独具“爽爽贵阳”特色的
生态文明课堂，播撒“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种
子，推广自然教育理念，提高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
的意识和参与度。

2009 年，一批怀揣理想的东部青
年，抱着丰富人生阅历的想法到西南山区
支教，杨明便是其中之一。时年25岁的
他辞掉杭州一家外贸公司月薪过万元的工
作，跟随娃哈哈爱心支教团，义无反顾踏
上了西行的列车。

“当火车进入贵州，我看到车窗外闪
过的是无尽的高山峡谷。”杨明回忆，中
午从贵阳下火车再转客车，山路蜿蜒颠
簸。赶到当时的黔西县金碧镇瓦厂小学
时，已是傍晚时分。

无数次想象过西部的山、西部的路、
西部的人，但当这一切摆在眼前，杨明还
是震惊：高山绵延，道路坑洼，人们生活
贫困。

支教地点不通车，没有教师宿舍，吃
水不便。他用双脚踏遍每家每户，与当地
群众同吃同住，学习用扁担挑水吃。重重

困难摆在面前，尽管比想象中艰苦，但杨
明还是一头扎进支教工作中。

山里多数孩子一年只能在春节时见到父
母，而有的父母为了在外谋生甚至几年都不
回家。陪伴，是孩子们生活中的稀有名词。

在与山区孩子日复一日的相处中，在
一次次的家访中，杨明深受触动：“这里
的教育需要我，我来对了地方。”

就在同一年，一起随团而来的山东姑
娘罗洋被安排到黔西中坪镇中坪小学支教。

按照计划，支教团在黔西的时间是一
年。“一年里，我和杨明只是因为开会偶
尔见过几面。”罗洋笑着说，当时也没想
过还会再见，联系方式也没留。

然而，就是这不经意的几面之缘，注
定了殊途同归。他们也没想到，从进入黔
西北大山那一刻，自己的生命轨迹便与这
片热土紧紧相连。

本报记者 谢朝政 汪瑞梁 翟培声

12月27日，贵州一平书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里，负责人罗
洋（左）给顾客介绍蜡染刺绣文创产品。

12月27日，已是黔西市林泉
镇高锦小学校长的杨明站在学校
民族文化展览馆里，看着娃娃们
飞针走线学刺绣，心生自豪。

10多公里外，贵州一平书垌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罗洋看着苗族阿
妈挥舞蜡刀绘美图，一脸笑意。

“我不停问自己，一平书垌到
底为何而生？是为了做民族文化
的守护传播者，是为了从心开
始、把根留住！”罗洋说，这是她
到西部创业的初衷，也是他们夫
妻现在的使命。

聊起和杨明的爱情故事，她
一下打开话匣子——

当年同到黔西支教的老师有
个微信群，可除了节日互致问候
外，其余时间群里并无消息。2019
年，有队友把杨明在西部山区坚
守十年的新闻报道发在群里，罗
洋最初不屑一顾，“网上这样的

‘标题党’新闻太多了”。
然而，随着群里消息不停更

新，她开始关注起来。杨明十年
如一日的执着坚守震惊了她，一
种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出于敬佩和好奇，罗洋通过
群聊加了杨明微信。“我们聊理
想、聊信仰、聊坚守、聊西部变
化，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罗洋回忆道，“杨明很低调，随着
了解深入，才知道他获评杭州市
道德模范（平民英雄）、贵州希望
工程山区优秀青年教师、第六届
贵州省道德模范……”

后来确定了恋爱关系，罗洋
有了到西部发展的打算。“我和杨
明探讨了西部创业的机遇，如今
的西部有便捷的交通网络，有独
特的资源禀赋。随着国家新时代
西部大开发号角声声，东西部协
作纵深推进，不管是市场空间还
是政策扶持，西部都是创业创新
的沃土。”在亲朋好友质疑的目光
中，她辞掉工作，追随杨明西行。

2021年 10月，杨明和罗洋走
进了婚姻的殿堂。

回到西部山区，她因为爱
情。扎根西部山区，她找到了事
业。

夫妻俩发现，苗族蜡染刺绣很
精美，然而随着工业化、城乡一体
化进程的加速，传统的蜡染艺术也
开始被本地苗族同胞放弃。多数年
轻人都离开家乡外出，寨子里只有
老人和孩子，技术进不了市场，人
们看不到价值，年轻一代几乎没人
再去学习，这门古老的技艺面临失

传风险。
“我是学艺术设计的，可以从

事非遗的保护、传承、推广和开
发。”在上海打拼多年的罗洋，知
道大城市很多人对非遗技艺很感
兴趣，非遗文创产品尤其是手工
产品很有市场。于是，她成立公
司开始创业，杨明则致力于推动
非遗进校园。

为了让绣娘们重新拿起针线
和蜡刀，罗洋和杨明往返观音洞
镇熊洞村百余次，动员她们画蜡
画，不管好坏都给60元一天，待
技艺熟练后再按计件开工资。罗
洋还自掏腰包带着她们考察学
习，组织蜡染、刺绣培训，请行
业专业的老师来教授新技法。并
把她们的作品做成文创产品，带
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
州、天津、香港等地展出宣传。

去年，一幅凝聚着多方心血
的迎亚运巨幅蜡染刺绣作品《苗
韵・薪火》在杭州亚运会博物馆
惊艳亮相。这幅作品由杨明与罗
洋精心设计，熊洞村的苗族绣娘
们耗时整整一年倾心创作。灵动
的线条、斑斓的色彩，每一针每
一线都倾注着苗族传承千年的文
化底蕴，以及对亚运盛会的热忱
期许。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
文化价值，该作品被亚运博物馆
作为亚运遗产永久珍藏。

在黔西宣传部与文广局的牵
头下，两位苗族阿姨作为绣娘代
表参与捐赠仪式。当看到现场众
人对自己精心打磨的作品赞不绝
口时，她们心底涌起无限自豪。
那是源自民族文化被认可、传统
手艺被尊崇的骄傲。

“在熊洞村，很多年过花甲的
苗族阿妈放下了锄头，重新拿起
了针线、蜡刀。”罗洋开心地说。
如今她一边设计创作文创产品，
一边帮助学校、民宿打造非遗空
间，今年公司产值超过30万元，
发展稳中向好。

杨明说，山区坚守是一种幸
福。

罗洋说，西部创业收获了甜
蜜，还收获了一帮“老闺蜜”。

时光渲染了精彩故事，奋斗
沉淀了美好年华。当个人命运融
入家国情怀，便注定不平凡。

从15年前的西部之行到如今
扎根西部，这对来自东部的夫
妻，将自己的人生选择和时代发
展紧密联系在一切，谱写了一曲
荡气回肠的西部恋歌。

2010年，支教结束，远方来的老师们
纷纷离开。

西部带给这群年轻人太多的震撼：泥
泞的山路，贫困的家庭，眼里满是憧憬的
孩子……罗洋说，现在回忆起来，那一幕
幕就像电影片段。

和大多数人一样，罗洋选择了离开。
她前往上海，历练成为一名资深设计师，
就职于一家外资企业，从事自己钟爱的美
术事业。

闲暇周末，她约上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友，一起观展、骑行、徒步、做公益，日
子充满诗意。西部条件艰苦的乡村，教过
的那群孩子，偶尔在记忆中浮现。

杨明也想离开。可孩子们得知他要走
的消息后，哽咽着挽留：“杨老师，真想您一
直教我们下去，初中、高中、大学……”

那一刻，杨明泪目了。看着满眼童真
的山里娃，他反复思量后做出了改变一生
的决定——留在黔西。那年，他参加黔西
特岗教师招考并成功入职。

从此，乡亲们发现，弯弯的山路上多
了个年轻人的身影：背菜上山、挑水做
饭、打着手电筒家访……

“杨老师经常步行送路程较远的学生
回家，再一个人走夜路回学校，又批改作
业、备课到深夜。”提到杨明，曾和他共事8
年的老教师邹安权满是感动。

观音洞镇观音洞村景山小学，是杨明
曾工作7年的地方。在这里，他白天上
课，晚上走访，把知识和信心带给孩子
们。“杨老师经常打着电筒来家里给孩子
补课，我孙女成绩一直很好。”聊起杨
明，村民秦良国眼含泪花。

扎根黔西15年，哪里条件艰苦，哪
里缺老师，杨明就主动申请去任教。2018
年3月，观音洞镇新合、熊洞两个深度贫
困村新开了幼儿园，杨明又一次主动请
缨，每天往返行程近30公里，一人看护
村里十多名儿童。

十多年来，杨明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
10多万元，帮助贫困学生100多人次，牵
线结对帮扶贫困户20余户。他还通过自
己的社会关系联系公益组织、企业捐赠共
计200多万元的物资，惠及黔西近30所
乡村学校。

坚守大山的岁月里，杨明亲眼见证了
贵州的巨变。随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稳步
推进，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经济社会发
展一日千里。高山深壑间虹桥飞架，高速
公路、高铁路网纵横交织，城乡面貌日新
月异。特别是教育方面，山村学校修建一
新，师资队伍愈发壮大。

“何其庆幸，这些年目睹贵州沧桑巨
变；又何其幸运，我能成为这巨变的参与
者。”杨明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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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血与青春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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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与留的人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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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与时代的共鸣

2009 年，25 岁的
杨明走在家访的路
上，意气风发。

受访者供图

12月27日，毕节黔西市林泉镇高锦小学，杨明在上英语课。

12月27日，贵州一平书垌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里，罗洋（右）与苗族阿妈在制作蜡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