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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时任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

院电气学院办公室主任的袁野，听到学校在

征集教师到凉山开展驻村扶贫工作。一方面，

“年轻人，想要做点事情”，另一方面想着可以

多回西昌陪陪父母，袁野就主动报名加入了

驻村扶贫的队伍。

本以为自己在西昌长大，又有很多彝族

朋友，对凉山的情况比较了解，但真正进入马

洛村后，袁野还是被当地环境的艰苦震撼了。

“最恼火的是缺水、缺食物。”“十天半月不洗

澡是常事。”乡里经常买不到肉，蔬菜也很有

限，“午饭、晚饭都是土豆”，刚去的第一个月，

袁野瘦了10斤。

生活上的困难还在其次，刚开始，因为语

言不通以及村民对扶贫政策的不理解，在开

展以购代捐、入户核实资料、发放国家扶贫补

贴等工作时，袁野遭受了一些委屈和误解，深

刻地意识到了他和村民思维方式的不同。这

让刚去时“一腔热血，希望改变一些东西”的

袁野受到了打击，但他没有就此退缩。

袁野开始转换思维，以心换心，用当地村

民能理解的角度去解释扶贫政策，并在村里

找了两个小伙子做翻译，“对老百姓就像对学

生一样，理解他对你的不理解，绑架他做事情

是不行的。”袁野说。

同时，袁野自觉自动地转变了身份，把自

己当成马洛村的一员。农忙时，他主动帮缺少

劳动力的家庭干农活，“你们家收土豆，叫

我！”为此，他一度被太阳晒得皮肤通红甚至

脱皮，“红得就跟小龙虾一样。”袁野形容道。

在地里忙活一天后，遇到停水没法洗澡，袁野

索性连床都不上，直接在椅子上躺一个晚上，

第二天继续下地。在此之前，袁野从未体验过

农村生活，3年下来，“什么农活都学会了”，养

牛、养羊、种玉米、种土豆……。

逐步适应驻村生活、和当地村民打成

一片后，袁野开始考虑作为帮扶干部，应该

为当地老百姓做些什么事，如何给马洛村

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2018 年，袁野配合

乡党委、政府多次前往成都川商投资集团

进行沟通，并顺利引入川商集团到洛俄依

甘乡投资建设产业园。2018 年底，经过省、

市、州各级检查，马洛村全村 24 户贫困户

119 人顺利脱贫，马洛村退出贫困村序列；

2019 年，为全村百姓发放阉鸡鸡苗 206 只，

提升村民收入 26000 多元；2019 年底，袁野

筹划在村子里建设养殖场，查找了很多相

关资料，并邀请有经验的养牛专家到村实

地考察，又经过近两个月和村民的沟通，拟

定了马洛村肉牛养殖场建设方案。2020 年 4
月，养殖场建成后，袁野又多次前往宜宾市

筠连县与企业洽谈并顺利引入牛奔肉牛养

殖公司进驻马洛村肉牛养殖场，目前，养殖

场共有肉牛 600 余头，年产值达 1300 万元。

带动了周边近 20 户农户就业，有效提高了

村集体经济的收入。

帮扶工作之外，袁野还在马洛村发展了3
名党员，培养了2名入党积极分子。他说：“虽

然我 2015 年入党，党龄也不算长，但我经常

把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讲给他

们听，告诉他们要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其中，的日尔布是袁野着力培养的年轻人。当

的日尔布找到袁野提出要交入党申请书时，

袁野十分惊喜，“说明年轻人很有上进心，我

肯定支持。”之后，袁野经常和的日尔布聊天，

并教他学习行政管理方面的知识。之后，的日

尔布成为了村党支部副书记。今年，马洛村需

要铺一段 5000米长的水管，的日尔布带头上

阵，和村民一起劳作。袁野欣慰地表示：“能发

掘实实在在做事情的年轻人，可能是我扶贫

工作最大的成功了。”

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的年轻人。

■ 王廷明

（攀枝花市教育和体育局一级调研员）

1984年7月，我从南充师范学院（现西

华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被分配到渡口市第

三中学校（现攀枝花市第三高级中学校）从事

教育教学工作，一干就是33年。2018年 2

月，因工作需要，组织上调我到攀枝花市教育

和体育局工作，但时常梦见的是课堂，课堂真

令我魂牵梦萦。

课堂普法。1984年9月开学后，我一个

学习历史的老师走上了初三学生法律常识的

课堂，校长告诉我初中缺政治教师，希望我去

代上一学期初三和初一的政治课，并说我是

学文科的，代上政治课没问题的。我欣然接

受了安排，但我知道自己没有系统学习过法

律知识，要给初三学生讲授法律常识，必须抓

紧学习相关法律知识才行。于是我从司法局

的友人处借了宪法讲义、刑法讲义、刑事诉讼

法讲义、治安管理条例等法律书籍认真学习，

并向教过法律常识课的教师请教。经过认真

备课，自信地走上了我真正做教师的第一堂

课——法律常识课。一学期下来，我的政治

课很受学生欢迎，也得到政治课老师和学校

的肯定。

课堂改革。1985年春季开学，我走进了

高一历史课堂，回归本行。凭着年轻人的热

情，一个人上了高一年级7个班的历史课，周

课时21节。因讲课声音洪亮，一层楼都能听

见，兴奋地讲述了半个学期后，咽喉发炎，嗓

音嘶哑，经常去医务室拿药吃。我想这样下

去是不行的，得改变一下。于是，我将每节课

的内容编写成一个个问题，课前将学习问题

交给学生，课堂上先由学生带着问题自主学

习教材相关部分，然后请学生将问题向其他

同学进行解答，最后由我讲解存在的问题和

总结提升。这种课堂教学方法把学生从被动

学习者变成了主动学习者，老师从教材知识

重复讲授者变为了学生学习引导者，真正摆

正了教师和学生的位置。不少学生对我讲，

原来历史可以这样学，既有自主性，又有生动

性和深刻性，效果也好。由于我长期尝试这

样的课堂教学方法，逐渐形成了问题式教学

方法，这就为我2013年8月在全校大力推进

问题式学本课堂建设奠定了基础。学本课堂

改革是迄今为止学校力度最大、影响最大的

一次课堂教学方式改革，取得了相应的好成

绩。好的课堂方法就是要真正处理好学生、

教师和知识之间的关系，促进师生共同学习、

共同发展，特别是让学生学会学习和提高批

判性思维能力、提出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课堂观察。校长工作的重要场所就是课

堂，大力推进课堂教学方法改进。教无定法

而一定得好法，学无定法而一定得优法。在

校期间，每天早上第一节课，我都随机进班观

课，我坐在教室里的过道中间，主要是仔细观

察学生是如何学习的，什么东西能让学生眼

前一亮而为之振奋，什么东西让学生苦闷而

百思不得其解，同时也观察教师是如何引导

学生解决问题的。我不主张用听课一词，把

教师听课记录本改为了观课记录本。我也不

主张听课教师在教室后面坐一排看上课教师

表演，而是要求听课教师坐在教室里的过道

上观察学生。观课后，我同任课教师交流，同

老师进行教学方式探讨，肯定教师引导学生

学习的好方法，更鼓励老师不断创新，形成行

之有效的自我教学方式。

课堂入梦。2011年春季学期开学后，我

因全面主持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实在

无法静心教学，没有任课了。原任课班级几

位学生代表到我办公室“责问”：王老师为什

么不给我们上课了。我费了好大劲儿向他们

讲明原因，请他们向同学们转达我的原因和

歉意，并欢迎同学们继续同我交流。虽然我

没有再直接任教，但我并没有真正地告别课

堂，一是我在学校时坚持每天观课和巡视课

堂；二是这十多年以来，我时常做一个梦：自

己拿着教材和教案去上课，但每间教室里都

有老师在组织学生学习，没有我能够进去的

教室，心里十分难过。好在，我能够每天进教

室观课，释怀不少。

课堂曾经是我的本职岗位，是我安身立

命之基，是我成长之基。课堂成就了我，也让

我永远魂牵梦萦。

蜀中校长叙事

袁野：
困难很多 付出很多 收获更多

■ 本报记者 郭路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4 月 22 日，袁野拿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证

书——“四川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他激动

地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学校领导的信任，

感谢各位亲人的理解，总算没有虚度三年光

阴！攻坚有我，不负人民！”

沉甸甸的荣誉背后，是呕心沥血的付

出。本以为在凉山可以多陪陪家人，然而扶

贫工作的忙碌超出了袁野想象，2020 年，他

几乎没有回过西昌。但当记者问他：如果重

来一次，还会不会选择扶贫，袁野沉吟了几

分钟后，认真考虑后说：“还是会去。”“扶贫

工作很困难，但很多体会，很多乐趣，是用钱

买不来的。”

去年 12 月的一天，袁野回到宿舍后，发

现没米了，就去村里会计家借米，会计家里刚

好有几个村民在。当天晚上，那几个村民就来

给袁野送米，还带了很多香肠、蔬菜。过彝族

年时，很多村民也都会给袁野送腊肉，“吃都

吃不完。”

刚到马洛村时，袁野看到当地幼儿园的

小朋友衣服单薄，而当时已经进入冬季，他穿

着羽绒服，袁野拍照发了条朋友圈，感叹：凉

山小朋友们真不怕冷吗？没想到，这一条朋友

圈消息串起了无数善良的人。先是袁野的朋

友捐了一些衣物，后来有人把相关信息转到

了短视频平台上，捐东西的人更多了，源源不

断的捐赠从全国、全世界涌来。马洛村地理位

置偏远，快递只能到镇上，还需要付费，那一

阵儿，单单是快递费，袁野就付了两千元。把

捐赠物资从镇上运回村里也是一个难题，袁

野专门在镇上找了一间房储存物资，再开着

电动三轮车一趟趟运回去。

其中，一位好心人在寄来的物资中附了

一张纸条，上面写道：“袁野，您好！很感激因

为你们的努力和坚持，让我们深居城市的人

有机会参加公益尽力。”这句话，让袁野觉得

“很满足，一切都值了”。

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毕业生，

为当地幼儿园捐了两车的课桌椅和学习用

品，还有学校同事、朋友的朋友……通过袁

野，村幼儿园筹集各类物资共计 18 万元，全

村6名贫苦家庭的优秀学生找到了一对一资

助。袁野感慨道：“扶贫之后，我觉得人们特别

善良。”

在幼儿园的一次捐赠仪式上，老师问小

朋友：“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呀？”小朋友指着袁

野说：“像袁叔叔一样，长大后帮助很多人。”

袁野很欣慰，“种子播下去了。”

5月下旬，成都天气已经转

热，袁野出了一头汗，拧开水龙

头，他洗了把脸，看着水哗啦啦地

流出来，袁野心里感叹：“好爽！”

这本是生活中的寻常场景，

但从2018年3月前往美姑县洛俄

依甘乡马洛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

及驻村工作队队长以来，袁野已

经习惯了扶贫生活的艰难，对便

利的都市生活反而要重新适应。

在美姑，自来水只有小指粗细，流

速缓慢，而且水质浑浊，袁野戏称

之为“咖啡”。每天，扶贫工作队员

们要用一只水桶接满水，沉淀后

才能用。不适应还体现在开始照

镜子、不用去哪儿都带着充电器

等等，不过，这些不适应可能过两

周就转变过来了，而3年扶贫工

作带来的深刻体验和独特感受，

却会伴随袁野终身。

付出——
“什么农活儿都学会了”

获得——
“扶贫之后，我觉得人们特别善良”

课堂，
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袁野与马洛村的孩子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