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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在一场场告别中缓缓涨起潮

汐，又悄无声息地退落，润湿了一个又一

个青春。

毕业季的校园里，林荫大道上悬挂

着各式各样的横幅，有“青春不散场，未

来皆可期”“向星辰大海出发，做自己的

追光者”等，把离别的氛围营造得更加浓

郁。

身为一名行政老师，我平时与学生

接触的机会不多，每年此时，心里虽是百

感交集，但也只能远远地望着毕业季的

热闹，羡慕那些被“桃李们”簇拥的教师。

今年，我却意外收到一条信息：“老

师，我毕业啦，感谢您那时候的开解，我

相信人生是有无数种可能的……”

是小吴同学！我所在的部门去年设

置了勤工助学岗，来了一个高高瘦瘦的

女生，她就是小吴。初到时，她略显腼腆，

话也不多。闲聊中，我们得知，她正在准

备年底的研究生考试。我们深知考研学

生的不易，小吴在时间如此紧张的情况

下还坚持勤工助学，一定有难言之隐。办

公室的老师为了照顾她，只有在忙不开

的时候才喊她搭把手，其余时间便让她

安安静静地看书。时间久了，她可能也感

受到了大家的用意，反而会主动找事情

来做，比如茶水喝完了，她便第一时间去

烧水。即便我们和她说不必如此，她却依

然坚持，我们也只好作罢，打心眼儿里喜

欢这个懂事的小姑娘。

距离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还有两个

月左右的时候，小吴同学向我们提出了

退出助学岗的请求，大家都非常支持，希

望她能全身心投入到备考中，“一战上

岸”。

去年底时，工作很忙，有次，我临时

加班，准备去食堂吃点东西垫垫，在学校

小河边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小吴？”

那人回过头来，果然是她，却一脸愁容。

我赶紧走上前去，询问怎么了，小吴

低着头沉默不语。此时距离考试还有十

来天，我想她可能是压力太大了。我和她

并肩站着，刺骨的寒风毫不留情地刮着

我们的脸，河面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

见。我不知道怎么做才能帮到她。

“老师，我害怕，如果考研失败了怎

么办？”过了许久，小吴终于主动开口了，

我趁机把她拉到食堂，点了两碗热汤面。

“小吴，人的一生是有无数种可能

的……”记得那一晚，我说了很多很多的

话，还搬出了自己当年考研、找工作、换

工作的经历，总之是把自己青春里的那

些美好或狼藉都说了个遍。

记忆有点模糊。视线重新回到信

息上，小吴说：“……那碗面条温暖了

我……”我的内心不禁激动起来，原来这

就是教育“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的具象

化呀。我赶紧编辑短信回复她，并在末尾

加了一句毕业季的热门句子：“人生高处

再见！”

信息发出之后，我反复思忖，又觉得

不妥当：“高处？何为高处？为什么一定要

去高处呢？难道其他地方就没有人生风

景可见吗？”我在心里发出了一连串疑

问。

青春没有定式，人生轨迹各不相同，

离开大学这个象牙塔，有人选择继续攻

读学位，有人选择扎根边远地区，有人选

择到繁华都市闯荡，也有人选择去自主

创业。这是一个可以创造无限可能的时

代，“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每一个

真诚热烈的当下，都流动着青春的赞歌。

我想这也正是青春的魅力吧。

我又重新编辑了信息，发给小吴：

“可以往高处走，也可以四处走走，相信

人生处处皆风景。高处有高处的辽阔，低

处有低处的宁静；远方有远方的神秘，近

处有近处的温暖。人生的意义不在于追

求某一个终点，而在于享受这一路的风

景与感悟。”

有人说，援彝是一部离别史，需要告别

家乡、远离亲人，到艰苦陌生的地方去。但

我们认为，此心安处是吾乡，援彝是一部团

聚史，与彝乡人民一起实现民族大团聚。援

彝更是一部成长史，在这里书写30多年如

一日的爱教诗篇。我们在这里锤炼，也在这

里成长。

我和爱人严巨芳都是宜宾市第六中学

的教师。2023年7月3日，我们与其他28名

队员一起，坐上了驶向凉山彝族自治州雷

波县的大巴车，成为宜宾市翠屏区第四批

援彝工作队的一员。

刚踏上雷波的那天晚上，朦胧的灯光

下，街道格外宁静。雷波天气好，人也好。这

些年来，国家对凉山州的帮扶力度很大。政

策有了，资金到了，各级各类人才来了，硬

件设施改善了……而我们作为教育工作

者，愈发坚信：随着雷波“一村一幼”和“学

前学普”工作的深入开展，各级各部门帮扶

力度的加大，教师业务水平正在不断提升，

学校教育教学的积极性也在不断增强，雷

波教育一定会越来越好！

我深深知道，要想改变大山孩子的命

运，我们必须做些什么！为了某个重难点的

突破，我可以在讲台上手舞足蹈，看到孩子

们弄懂后的那种满足，我也开心得像个孩

子。我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学困生，对他们总

是轻言细语、循循善诱，作业批改从不过

夜，因为推迟一天效果就不好了。作为老

师，我积极换位思考，争取把学生当自己的

孩子来唤醒和帮助。及时抓住孩子们的闪

光点，增强他们学习的信心，课后辅导一遍

不懂讲两遍，两遍不懂讲三遍，还是不懂就

叫到办公室讲四遍、五遍……

希望自己的孩子遇到什么样的老师，

我们就要想方设法去成为那样的老师。作

为一名初中数学教师，怎样才能激发孩子

们的学习兴趣？带孩子们上“有光”的课，是

我的目标和方向。这里的学生普通话水平

不高，各科基础都比较薄弱，数学学科难度

较大，导致孩子们学习吃力。针对这种状

况，我采取“小步子”教学法，让课堂慢下

来，尤其重视课堂的趣味性，重视作业的面

批面改工作。经过一年多的坚持，越来越多

的孩子开始主动问问题，越来越多的孩子

喜欢上了我的数学课，真好！

我的妻子挂职雷波县教育体育和科

学技术局副局长，负责教学研训和各级帮

扶工作。针对雷波基础教育的现状，她极

力倡导校（园）长们转变观念，重视教育教

学教研工作，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生

发展，树立正确的质量观，把五育并举和

立德树人的理念落到实处。针对控辍保学

工作，她积极引导学校在四个方面下功

夫：深挖音体美特色课程，让控辍保学的

孩子心甘情愿留在学校；坚持学校工作的

十二个常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让学

校真正“活”起来。针对雷波山高路陡谷深

的地理条件，她特别珍惜每一次上台发言

的机会，希望通过自己的“苦口婆心”，让

大家能够进步一点点。

一年多以来，通过调研和多方反馈，整

个雷波教育积极向好。比如，谷米小学的优

秀语文、数学老师开始实行双班教学；咪咕

小学开始倡导校内坚持说普通话；巴姑中

心校的校内读书会；回龙小学的课前三分

钟读书；沙陀小学开始引导智慧云平台学

习；汶水中心校开设的篮球、足球社团；黄

琅中心校的青蓝工程结对打卡；一车小学

的知识点回放；马颈子中心校的天天有乐

事、月月有活动；宝山中心校的周日集体备

课等。很多校长开始主动推门听课，并加强

教学“六认真”检查；大家开始注重校园文

化建设；学校开始在老师和孩子们的归属

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提升上下功夫；学校图

书室也流动起来，增加了孩子们的阅读量；

学校积极制定激励机制和评价机制，公平

公正公开评优选先晋级晋职；老师们开始

换位思考，体会孩子走几个小时山路读书

的不易。

孩子的学习状况是教师自身价值的体

现，往小了说，关系着一个家庭的喜怒哀

乐，往大了说，关系着一方的发展。我们作

为教育人，倍感身上责任重大。援彝虽然条

件艰苦一点，但我们特别珍惜这样的机会，

希望通过自己的绵薄之力，能够对学校、对

老师、对孩子们有一点点积极的影响，我们

就很开心、很满足！

时光如海，每一朵索玛花都是向往；星

光如炬，每一束微光都是信仰。不论多苦多

难，我们都将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和勇毅

前行的姿态。因为我们相信：那每一个咬牙

坚持的夜晚，我们都在追随光、靠近光、成

为光，当然，也散发光！

钟豪然车子的后备箱，连接

着田野与城市，也连接着过去与

未来。他走进小落村的每家每户，

倾听村民故事，然后包装有“温

度”的山货，为农产品注入情感与

价值。

作为电商专业教师，他深知

助农远不止于手指敲击，仅仅靠

他的后备箱也是远远不够的，还

需要带动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仁

义镇政府希望将他的经验推广到

全镇，更多的驻村干部也开始行

动起来，为各村的农产品寻找销

售渠道。

看到钟豪然的努力，雅安职

业技术学院领导多次到小落村调

研，并计划依托学校乡村振兴学

院天全分院，发挥学校人才、专

业、资源优势，用好“校地行企”合

作平台，通过推进党建联建、产业

帮扶、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以购

代捐等方式，推动当地乡村振兴

不断取得新成效。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

点燃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这

是钟豪然下一阶段将“专业论文”

写在乡村振兴大地上的核心课题。

如今，依托学校资源，钟豪然

开始帮助当地村集体经济注册网

店，搭建电商带货直播平台。对有

兴趣学习“带货”的年轻人和村干

部，他计划依托学校跨境电子商

务专业资源优势，讲授电商运营、

平台操作等知识，让村民依靠自

己的力量包装产品、拓宽销路，构

建更加稳定的供应链。

“未来，如果我们的专业知识

能辐射更多乡镇就更好了，这样

就能实现更大范围的惠农。”钟豪

然期待，在学校的支持下，电商助

农模式能在更广阔的乡村落地生

根，真正实现“小后备箱撬动大产

业”的发展格局，在乡村振兴的舞

台上书写“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

精彩篇章。

村里的山货+
指尖上的“吆喝”+

后备箱里的“配送”=

新鲜的蛋禽、原生态的笋干、琥珀般的蜂蜜、金灿灿的菜籽油……6月6日，雅安职业技术学院驻天全县仁义镇小

落村的干部钟豪然将私家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里面都是他帮小落村村民在朋友圈和其他网络平台上销售的农

产品。每到周末，他都要驱车返回雅安市区，将这些山货送到客户手中。

2024年，钟豪然响应号召，走下讲台、步入田间，成为天全县仁义镇小落村一名驻村干部。“网络带货”，是他切入乡

村振兴的独特方式。

这些山货，不仅是村民赖以为生的物产，更凝结着他们的辛勤汗水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钟豪然的“带货”实践，既打

通了乡村振兴的“最后一公里”，也是一位教师把“论文”写在广袤大地上的鲜活注脚。

“其实，我刚到小落村时也有些

迷茫。”钟豪然说，“乡村振兴的舞台

很大，我一开始也没找到自己的切入

点。”

“我能做的事有限，但我知道把

这些带着泥土温度的农产品带出去，

是一件最直接、见效最快的事。”利用

自己的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知识，钟豪

然从微信带货开始做起。村里盛产笋

子，他决定从笋子开始试水，“把土特

产卖出去，让更多人看见、认可、支

持，也许就能让乡村振兴的火苗烧得

更旺。”

今年4月，钟豪然选定87岁的村

民杨定英为当地“笋干代言人”，并进

山跟随村民拍摄了一组采摘竹笋的

照片。照片中，87岁的杨定英拿着自

家晾晒的笋干，笑容略显羞涩。

这组照片发到钟豪然的朋友圈、

抖音号等平台后，杨定英质朴的微笑

深深打动了无数人。那段时间，钟豪

然帮村民们卖完了村里所有的笋干。

被钟豪然“带”出销路的不仅是

笋干。一次，村民王明友邀请钟豪然

到家里“逮只鸡去吃”，婉拒了他的好

意后，钟豪然又发现了带货的新思

路，他为当地土鸡找到了稳定的餐馆

订单。这不仅解决了一户村民的难

题，也为更多村民的优质禽肉打开了

市场。

在小落村村民眼中，这个“95后”

的小伙子会“变戏法”，交给他的生态

农产品总能卖完，还能卖个好价钱。

“钟老师，明年榨油时帮我卖

哦。”去年底，村民嘱托钟豪然。今

年新油飘香时，当地村民纷纷提

着一桶桶金灿灿的菜籽油，第一

时间找到他。

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源于钟

豪然一次次在“指尖”为村民吆

喝、一回回细心对接买家的坚持。

每卖出一桶油，村民欣慰的

笑容和“省得到处卖，轻松多了”

“钟老师，辛苦你了”的谢语，都让

钟豪然相信，信任的种子，正在一

次次“带货”中生根发芽。

“穿梭在田间地头，听着乡亲

们的倾诉，看着他们埋头劳作却

收入很少，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

时常涌上心头。”钟豪然在他的抖

音账号里，记录下驻村生活中的

点滴。

村里的防返贫监测户竹国平

是钟豪然最放心不下的一户人

家。竹国平因病致贫，脱贫后收入

依然不稳定。今年，他家有百余斤

蜂蜜滞销，如果这批蜂蜜卖不出

去，意味着他家的全年收入将减

少一部分。

得知这一情况，钟豪然迅速

在朋友圈、抖音和微信群里为这

份“甜蜜的负担”寻找出路。令人

惊喜的是，蜂蜜在一日内便售罄。

这背后，是钟豪然去年8月驻

村以来用心积累的一批“客户

群”——学校的老师、身边的朋友、

城里的亲戚……都成为了小落村

山货最初且最忠实的支持者。

拿到蜂蜜的销售收入后，竹

国平自发将其中的五分之一用于

购买米油，送给村里其他需要帮

助的人。

■ 梁玉雨 王侃（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钟豪然的“带货”助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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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照片，打开山货销路

一份信任，对接村民和客户

一篇“论文”，惠及更多乡村

走在村里的钟豪然。

钟豪然（左一）帮助村民干农活。

援彝感悟
■ 杨学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