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书记回信勉励之江小学学生
【特别报道】

“之江长，嘉陵清，共建学校兄弟

情。我们是巴山好儿郎，书声琅琅高

入云。”

5月30日，校歌《巴山少年》像往

常一样在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响

起。当天下午，之江小学五（1）班的同

学们，惊喜地收到一份最珍贵的“六

一”儿童节礼物——习近平总书记的

回信。回信的到来，让这一天变得意

义非凡。

纸短情长，殷殷牵挂。一封信，牵

出了一段跨越山海的帮扶情。一封

信，也见证了一所农村小学 20 年的

发展变迁。

“之江长，嘉陵清，共建
学校兄弟情”

【总书记原声】
看到来信，我回想起20年前为你

们学校培土奠基的情景。得知这些年

来学校越办越好，同学们勤奋学习、热

爱劳动、健康快乐成长，我很欣慰。

【实践故事】
20年前，之江小学还是南充市嘉

陵区花园乡八角小学，校址位于半山

腰上，山高路陡，通行不便。校园占地

不足5亩，由10多间青瓦平房构成，

有几间教室被鉴定为D级危房停用

后，学校变得更加拥挤和艰难。当时

的嘉陵区还是国家级贫困县，重建或

新建校园都不是马上能实现的。

事情的转机出现在 2004 年，在

东西部协作的大背景下，浙江与四川

携手向前。得知八角小学的情况后，

浙江省把迁建八角小学作为当年对

口帮扶的一个项目。新校址选定后，

很快迎来了奠基仪式。5 月 17 日这

天，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率浙江

党政代表团和部分浙江企业家来到

嘉陵区，为学校培土奠基。“全校师生

都到场参加，自发组织了热烈的欢迎

仪式，还吸引了很多乡亲前来参加。”

时任校长文志勇回忆说，当天，孩子

们手捧鲜花、身着队服，为习近平同

志佩戴红领巾，献队旗，周围乡亲们

奔走相告、齐聚欢呼，喜庆新学校破

土动工。

2005 年 9 月，学校建成投用，占

地20亩，可满足周边原花园乡、木老

乡、西兴街道、都尉街道及工业园区

学生入学就读。为感怀浙江省的援建

之恩，学校改名为之江小学，并将每

年的 5 月 17 日确定为学校的“感恩

节”。

如今，走进之江小学便可看到正

对校门的“感恩石”，右下方的两行小

字镌刻着这段跨越山海的奔赴：“浙

江省对口援建”“铭记2004年5月17

日”。

今年 5 月，之江小学五（1）班学

生唐海铃和全校师生一样，又收到了

学校发出的“给你最想感谢或感恩的

人写一封信”倡议。唐海铃和同学们

灵机一动，萌生了给习爷爷写信的念

头。

“想让习爷爷知道我们学校的变

化，我们还在信里画上了学校大

门。”唐海铃告诉记者，她和同学们

没想到真的能收到回信。拿到回信，

孩子们读了很多遍，几乎都能记住

了。“习爷爷这么忙，还想到给我们回

信，足以看出习爷爷对我们少年儿童

的关爱。”唐海铃说，这是自己收到的

最珍贵的儿童节礼物。

“我也是收信人。”5 月 31 日，在

成都市双流区法院工作的江明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充市嘉陵区之江

小学学生的回信后，思绪一下回到了

20年前的奠基仪式上。

2004年，六年级的江明和同学们

一起在奠基仪式上为习近平同志献

上了一面少先队队旗。

转眼 20 年过去，儿童时期经历

的很多事情都已记不清，但对这件

事，江明始终记忆犹新，并在心中种

下常怀感恩、回馈社会的种子。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回信殷殷期

许、滋润心田，既是学校的巨大荣

誉，也让师生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校长陈震亚

说，20年来，在总书记和社会各界关

心关怀下，学校办学条件得到了极

大改善，教育质量稳步提高，学生素

质全面提升。

【记者观察】
东西部协作是跨越千里、影响深

远的国家战略，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重大帮扶举

措。教育作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

要途径，是协作双方重点关注、重点

帮扶的领域。近年来，东西部协作在

教育领域的帮扶更加深入。浙江和四

川建立了两省教育互访、定期沟通交

流、联席会议机制，并成立教育人才

“组团式”帮扶工作领导小组与帮扶

工作人员专班。

目前，四川省内 25 个国家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县接受浙江省 7 个市

及辖内县（市、区）的51所普通高中、

8所职业高中和四川省内7个市及辖

内县（市、区）学校的组团式帮扶。近

两年，浙江省共选派196名教育人才

参与“组团式”帮扶，其中，专任教师、

中层管理人员161人，校长35人。

“德智体美爱劳动，知行
合一会感恩”

【总书记原声】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把家乡

建设好，把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需要你们这一代人接力奋

斗。希望同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

好时光，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实践故事】
“习爷爷，您知道吗？我们学校的

‘美习银行’开通了！只要我们不断努

力，养成良好习惯，就能得到老师奖

励的‘美习币’。我们可以将‘美习币’

储存在学校的‘美习银行’，也可以在

学校的‘美习超市’兑换自己心仪的

礼品，大家你追我赶，在全校掀起了

争做‘之江美习好少年’的热潮……”

在唐海铃和同学们写给习近平总书

记的信中，特别提到了“美习银行”。

“‘美习’寓意为‘美好的习惯’，

通过模拟银行存储操作模式，引导学

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培养较强的自我

管理能力。”之江小学副校长陈秋宇

向记者介绍，这是学校德育管理的一

种新方式，学生可以通过良好的行为

习惯，兑换“美习银行”发行的“美习

币”。班主任及任课教师在日常教育

教学过程中，根据学生的行为表现、

课堂表现、作业表现给予“美习币”，

学生帮助了同学、做了一件有意义的

事也可以兑换。同学们可以到“美习

银行”储存“美习币”，在自己的“美习

储蓄存折”做好记录，同时也可以每

周三中午来“美习超市”，兑换心仪的

文具等小礼品。

陈秋宇表示，同学们非常喜欢

“美习银行”这样新颖的形式，通过

“美习银行”，实现了德育的具体化、

生活化，促进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

学校还结合大多数学生日常由爷爷

奶奶照顾的情况，把“美习币”发给爷

爷奶奶，引导学生主动帮助爷爷奶奶

分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和农活，理解爷

爷奶奶的不易。

除了“美习银行”，之江小学还有

一块特别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2016 年，为促进孩子们全面发

展，解决“离农”的问题，之江小学在

学校开辟了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每个

班级有一块“责任地”。种好这一块小

小菜地，是学生的重要任务之一。

6月1日，记者走进这方菜园，看

到番茄、茄子长势喜人，玉米长得比

学生还高一截。这些农作物，从播种

到施肥再到收获，每一个环节都由学

生亲力亲为。

陈秋宇说，学生们在深度参与劳

动中，感受到了劳动的艰辛，掌握了

一些基本的农业技能，也更能理解父

母的艰辛劳动和养育之恩。

“新时代中国儿童应该是有志

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

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好儿童。”陈震亚说，学校

一直坚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新时代好少年，除了“美习银行”、

劳动实践教育的探索外，学校还建立

了“感怀之江情，恩育中华魂”的校本

课程体系，通过“书香养慧”“视野拓

展”等课程，引导学生树立远大志向，

努力成长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

【记者观察】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需要努力构

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之江小学通过构建完整课程体系、多

元实践路径，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人

才培养之路。

放眼全国，近年来，教育部坚持

立德树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持续

开展“学习新思想，做好接班人”“开

学第一课”等德育品牌活动，教育引

导学生从小立志肩负起民族复兴的时

代重任。落实“五育并举”，2023年，全

国有81.6%的中小学校“一校一案”建

立了劳动教育清单，建成14.7万个校

内外劳动教育实践场所，指导学生常

态化开展校内、校外劳动教育活动。

“长大做个英雄汉，美丽
家乡满园春”

【总书记原声】
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

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实践故事】
在之江小学，有一个从 2005 年

就开始的特别节日，那就是5月17日

的“感恩节”，至今已坚持20年。

“之江小学最重要的节日就是

‘感恩节’！每年的这个时候，孩子们

都会亲手写下一封封感恩的信件，送

给他们的家人和老师。”陈震亚说，20

年来，这些信件累计已超过1000封。

“纸短情长，这1000封信寄托着全校

师生的感恩之情。我们也将继续把这

份感恩之情，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

去。”

“感恩节”不仅仅只是为了感恩，

通过感恩教育和活动，让学生化感恩

之力为奋进之姿，从而树立远大志

向，这是“感恩节”背后的教育初心。

发展至今，之江小学的“感恩节”

已经形成编好一本感恩读本、上好一

堂感恩课、过好一次感恩日、写好一

封感恩信、做好一件感恩事的“五个

一”系列活动。

翻开学校的感恩读本，开篇便回

顾了援建培土奠基的历程，并收录了

许多感恩小故事，是学校感恩课程的

重要参考书籍。现在，之江小学每周

一节的感恩课程教导孩子们如何感

念党恩、如何感恩新时代以及感恩日

常生活中的家人朋友等。

“最近两年的‘感恩节’，每期大

约两周时间，老师会给学生布置不同

主题的任务。”陈震亚说，自己也常常

组织感恩主题教育课，培养孩子们感

恩家人、感恩老师、感恩社会的情感。

教育是一个慢过程，日复一日地

浸润，最终会在学生身上看到成效。

学习法学专业的江明，硕士毕业

后进入法院工作，成为成都市双流区

人民法院的一名法官助理。“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让我感到无比亲切，同

时内心充满了崇高的使命感。”江明

说，现在每天上班走进单位大门，迎

面就看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

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句话。在

自己参与处理的每一个案件中，她都

牢记这句话，坚持“公平正义、司法为

民”。

值得一提的是，前不久，江明通

过了南充市营山县人民法院公招考

试，她即将回到家乡工作。

“南充是我成长的起点，我希望

回到家乡工作，为家乡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江明说，20年前献队旗的小

姑娘已经长大了，自己会常怀感恩之

心，在工作岗位上回报习近平总书记

的关心和国家的培养，为强国建设出

一份力。

迁入新校址已经快 20 年了，之

江小学历经了多任校长，但感恩教育

一以贯之。

“之江长，嘉陵清，共建学校兄弟

情。我们是巴山好儿郎，书声琅琅高

入云。长大做个英雄汉，美丽家乡满

园春。嘉陵长，之江清，心连心，望北

京。德智体美爱劳动，知行合一会感

恩……”这首不足 100 字的《巴山少

年》，每一位之江师生都能背诵和吟

唱，每句歌词里都凝聚了感恩之情。

陈震亚说，希望每一位从之江小学走

出去的学生，都能爱党爱国、懂感恩

知奋斗，并将感恩之心转化成前行的

动力，从巴山少年成长为新时代的好

少年。

【记者观察】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

民族的希望。如何培育孩子的美好心

灵，教育引领他们从小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是教育的重要责任和使

命担当。

之江小学以“感恩”教育为突破

口，引导学生将感恩之心化为前进动

力，树立远大志向，争当新时代好少

年，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好做

法。在东西部协作背景下，四川有众

多受到帮扶的学校，还有 49 所中小

学校在“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

由抗震救灾“特殊党费”援建……如

今，这些学校和整个四川教育系统都

怀揣对党和国家的感恩之情，以奋进

之姿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南充市嘉陵区之江小学铭记恩情，牢记嘱托，培育栋梁之材——

立强国报国大志向 做奋发向上好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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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江小学现有教职工58人、在

校小学生287名。在担任之江小学三

年级一班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期间，

姚海红让班里不少学生爱上了阅

读。

“姚老师的课很有趣，有情景剧

表演、‘开火车’成语接龙等丰富的

活动，让我喜欢上了语文课。”10岁

的周姝妤说，去年她的语文成绩有

了进步，姚老师奖励了她一本书《米

小圈上学记》，“这本书很有趣，后来

读课外书多了，写作文不再像记流

水账了”。

在周姝妤语文书扉页，写着姚

海红的电话号码和住址，“姚老师说

等我考上浙江的大学，她请我吃饭，

我要努力实现这个约定”。

之江小学与多所浙江小学建立

了教育合作结对机制，定期互派教

师进行交流学习，乡村教师有更多

机会走出去“取经”。之江小学语文

教师王君丽曾在浙江武义县壶山小

学培训交流、挂职锻炼。“去城市学

校跟岗学习，学到如何跟孩子有效

沟通、多元教学方式。”培训归来，王

君丽与学校其他老师分享学习心

得，把学到的方法应用在教学中。

浙川东西部协作临海市驻嘉陵

区工作队队长程敏江介绍，近年来，

在浙江省武义县、临海市的帮扶下，

嘉陵区在职教协作、基础建设、学校

共建、人才培养等方面持续用力，

“我们将进一步深化东西部协作，重

点聚焦学校教学改革、课题共建、学

校管理、人才培养、资源共享、文化

交流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拓展领域、

丰富教育协作内容”。

不以山海为远，不以地域为限。

多年来，浙川两地教育主管部门持

续深化交流合作，共同加强项目规

划与实施，支持推动四川结对县

（市、区）改善学校办学条件、资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培训教师、深化职

教协作等，浙川教育领域协作绽放

友谊之花、结出累累硕果。

追梦的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希望同

学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

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

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

代好少年，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温暖

有力的话语，鼓舞着少年追梦奔跑。

随着音、体、美、劳、科学等学科

教学在之江小学的落地生根以及学

校软实力的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得到全面发展。除了丰富多彩的第

二课堂外，田间劳动课深受孩子们

欢迎。在校园一角的种植园，茄子、

番茄、辣椒挂满枝头，这是学校利用

空地开辟的劳动实践基地。课余时

间，孩子们在这里除草、播种、施肥、

浇水……在泥土的芬芳中了解植物

养护、二十四节气知识，参与春耕夏

耘、秋收冬藏，体会“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的辛劳和喜悦。

“这是一所因两地情筑起的小

学，学校20年如一日对孩子们进行

感恩教育，让学生感受爱、懂得爱、

学会爱。”之江小学校长陈震亚说，

通过感恩教育让孩子们传承红色基

因，回报社会，用光热温暖更多人，

把爱传递出去。

20 年光阴荏苒，不少学子如今

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成为各行各业

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的投身于科技

前沿，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着创新的

故事；有的扎根基层，用辛勤和奉献

服务着人民群众。

“从外地回老家路过母校，我都

会去看看。”在成都基层法院工作的

江明，当年作为学生代表见证了之

江小学奠基仪式并给习爷爷献队

旗。

“习爷爷的笑容和拥抱一直鼓

励着我不断努力。”江明说，这些被

爱鼓舞的时刻，长久滋养着她的人

生。

一颗颗希望的种子在田野里生

根发芽，每个孩子沐浴在阳光下，享

受更加公平更有质量的教育，拥有

出彩的人生。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周相吉 吴
晓颖 李力可 薛晨 胥冰洁

（新华社成都6月1日电）

（上接1版）

嘉陵区委教育工委书记、教育和

体育局局长杨宇说，学习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倍感温暖、深

受鼓舞。“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

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信精神

为指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教育事业发展中坚持和完善最

有利于学生成长、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的制度机制，统筹推进城乡、区

域、群体之间学生的均衡发展，为

学生茁壮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担当使命，努力“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2004年5月16日，时任浙江省

委书记习近平带领浙江党政代表

团，来到广元市剑门关高级中学，

为浙江对口帮扶项目“之江教学

楼”培土奠基，为该校实现跨越式

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清江河畔

架起一座帮扶之桥、关爱之桥，对

于增强剑阁经济发展后劲，推动广

元教育事业健康、快速发展发挥了

重要作用。

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

内容后，剑门关高级中学的师生们

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充市嘉陵

区之江小学学生的回信，为我们教

育工作者树立了目标，增添了信

心。”高一物理教师徐兴鑫说，“作为

青年教师，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以‘四有’好

老师为标准，立德树人，进一步加强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教育、传统

美德教育，做好学生的引路人。”

广元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

育局党组书记黄廷全说：“习近平

总书记心系教育，时刻牵挂着孩子

们的健康成长。广元教育系统广大

师生将牢记嘱托，牢记‘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着力推进教育高

质量发展，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

“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回

信，我心中十分激动，深感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成都七中教师夏雪

说，自己将在工作中不断地领悟和

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

始终将立德树人放在首位，引导学

生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报国之志，

努力将学生培养成为堪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作为一名学校思政工作者，

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

内化成做好思政工作的动力，深化

党、团、队一体化建设，加强对青少

年的政治引领，打造青年先锋力

量；深入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坚定青少年理想信念，努力培养能

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德阳市岷江东路逸夫学校团委书

记胡鹤颖说。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四川农

业大学教授、四川省“四有”好老师

马均说，作为一名农业教育和科技

工作者，自己将主动走到学生当

中，用更加丰富的内容、新颖的方

式、饱满的热情，在青少年群体心

中播撒下知农爱农、强农兴农的种

子，鼓励他们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贡献青春力量。

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