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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话题预告

以杨雪梅为榜样砥砺初心

在小小的刘相公村学点，杨雪

梅无怨无悔扎下根来，既育学又育

心，给小村带来蓬勃希望。

教 书 育 人 ，师 之 根 本 ；为 师 之

道，还在有爱。杨雪梅把学生当成

自己的孩子，把教育当成一生的事

业，想尽办法改进学风教风、奋力争

取推进素质教育。有了这股劲、这

股爱，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在她

的带领下，小学点不仅教学质量连

续四年居全镇第一，而且诵读、乒乓

球、跳绳等比赛样样领先。

让杨雪梅心甘情愿留下的，除

了对家乡的感情、对孩子的责任，还

有老父亲的殷殷嘱托、乡亲们的浓

浓期盼。刘相公村虽然偏僻，但是

尊师重教之风蔚然厚重。教育是百

年 大 计 ，是 社 会 进 步 的 重 要 基 石 。

乡亲们明白这个朴素的道理，回以

老师由衷的尊敬和信任。而这，恰

恰是给老师最好的礼物、对教育最

大的支持。教学点的环境是差些，

但老师在这里所得到的幸福感、成

就感、荣誉感是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通过杨雪梅，我们明白了一个

道理：个人的力量纵然有限，但只要

努力去做、去发光，就一定能温暖到

别人，而且这温暖是会点点相连、代

代 相 传 的 。 国 家 兴 亡 ，匹 夫 有 责 。

责从何起？莫如把自己的本职工作

做好，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希望、不放

松要求。我们的生命就是在一次次

的努力中变得厚重，我们的国家就

是在一个个的坚守中变得强大。

这些年来，农村教育得到飞速

发展，但相比城市仍有一定差距，需

要更多像杨雪梅一样的老师投身进

来、扎根下去。与此同时，相关部门

也应把资源、待遇等向乡村教师倾

斜，纾解他们的生活压力和职业困

顿，为他们教书育人、播洒希望提供

坚实保障。 （叶华）

学习杨雪梅 乡村播希望

今年 9 月 10 日，我们迎来了第 35 个教师节，教师这一职业再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9 月 3 日，本报 1

版刊发长篇通讯《映雪寒梅别样红》，讲述了好老师杨雪梅的感人故事。

2013 年 9 月，根据教育部门的政策，县城学校开始支援农村学校。杨雪梅得知消息后，第一个报名要

求回家乡支教。如今，38 岁的杨雪梅是鲁山县瓦屋镇第四小学刘相公村学点负责人。在她的带领下，该

学点的教学质量已连续四年名列全镇第一。那些择校去外地就读的孩子一个个又转回来了，现在，学点学

生已突破 300人。

汗洒桑梓青史长

庞振江 （平煤股份二矿）

最让我感动的是杨雪梅好不容易跳

出刘相公村走进城市，却又毅然决然回

到生她养她的村子里教书育人，这是常

人难以做到的，体现了她不忘初心、知根

报恩的高尚品格。

教书育人是个良心活儿，教师能把

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工作就做到

“家”了。雪梅周末把来自特殊家庭的三

姐妹带到自己家里，感动得孩子说“杨老

师，我能不能叫你一声妈妈”，一句话让

杨雪梅泪如雨下……我看到这里也禁不

住老泪纵横。

“不忘初心，努力工作，让山区孩子

得到全面发展。”为落实日记扉页上这句

话，杨雪梅努力争取，让乡村音乐厅落户

学点。为开足开齐体、音、美等课程，她

组织老师利用网络学习书法、美术、弹

琴、唱歌、跳舞，然后再教学生，就连丈夫

回来养伤也不“放过”，让他拄着拐杖到

学校给学生增开音乐课。

雪梅老师多年来栉风沐雨、无怨无

悔、服务乡村，写下了璀璨的人生篇章。

她的热忱、诚恳、责任、爱心，不仅感动了

乡亲，也极大地感动了我。写几句顺口

溜算是我发自肺腑对她的赞誉：“满腹经

纶气自芳，最美老师她姓杨。支教第一

她报名，结束毅然留家乡。辛勤耕耘仓

廪实，谦虚谨慎不张扬。只图奉献不索

取，汗洒桑梓青史长。”

用心爱学生 用心担责任

孙贵书 （江苏省兴化市）

“只要你能扎下根，用心去爱你的学

生，用心去承担你的责任，你就能感觉到

工作的快乐、生活的幸福，体会到人生的

价值。”杨雪梅的这句话，我感触颇深。

探寻杨雪梅为什么在支教结束后继续选

择留在刘相公村教学点，为什么能让教

学点的成绩由全镇倒数跃至全镇前三，

杨雪梅的“用心爱学生、用心担责任”应

该就是最好的答案。

如果没有用心，她不可能放弃县城

中学优厚的条件，到刘相公村教学点支

教；如果没有用心，也不会有那么多村民

在她支教结束后千方百计地挽留；如果

没有用心，她不可能想到农村的学生同

样需要音乐、美术、舞蹈等的熏陶；如果

没有用心，留守学生不可能动情地要求

喊她一声“妈妈”；如果没有用心，刘相公

村教学点的学生们就不可能享受到“校

长抱抱奖”……

宋代大文豪欧阳修说过：“万事以心

为本，未有心至而力不能者。”此话强调

了“用心”的重要性。古往今来大量事例

也证明，无论是做事还是做人，都需尽心

竭力。而杨雪梅的“用心爱学生、用心担

责任”，则是她将全部身心倾注在学生身

上、将工作做到极致的真实写照。

盼望能有更多的普通劳动者，无论

是对待本职工作，还是完成临时分配的

任务，都能像杨雪梅那样，奉献真心、做

到用心。如是，我们就能体会到工作的

快乐、生活的幸福。

不忘初心 坚定信念

刘勤 （市第二高级中学）

在第 35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读了《平

顶山日报》刊发的长篇通讯《映雪寒梅别

样红》，感慨万千。

她，放弃城里的优渥条件，主动请缨

回到家乡支教。因为她知道，唯有知识

才能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面貌。

她，早出晚归，寒来暑往，狠抓教育

教学，把学点的成绩由全镇倒数提升为

正数第一。因为她知道，唯有提高教学

质量才能赢得声誉、获得尊重。

她，待学生如儿女，对老师似亲人。

因为她知道，唯有留住老师和学生，学校

才会越办越好。

她 ，尽 力 营 造 良 好 氛 围 ，从 点 滴 做

起，培养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因

为她知道，人生拼得是综合素养。

她，就是教师楷模杨雪梅。她犹如

一支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作为教

师同行，我要以杨老师为榜样，不忘初心、

坚定信念，爱职业、爱学生，在平凡而神圣

的教学岗位上绽放属于自己的风采。

学点没有专职音乐老师，杨雪梅就利用网络自己学习，然后再去教孩子们。图为杨雪梅在给孩子们上音乐课。

本报记者 常洪涛 摄

邱利刚 （湛河区马庄街道)：杨
雪梅不怕农村教学条件苦，把根扎

下去，已坚持整整 6 年；她不断改进

教学方法，争取项目支持，培养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她是一位深

受学生爱戴、乡亲信任的好老师，也

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

刘云海 （浙江省淳安县）：好老

师杨雪梅的事迹读来令人感动。这

样的好老师、这样的教育精神，不只

是为人师表，也是师中楷模。

李林 （河南省郑州市）：正是许

许多多杨雪梅一样的老师，让我们

看到了明天的希望。

（上接第一版）多次就三江源、祁连山、秦岭等重

点区域生态保护建设提出要求。上个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期间，专门调研了黄河流域生

态和经济发展。

18 日上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座谈会在河南郑州举行。

“国庆前夕大家都很忙。再忙，黄河问题还

是要安排时间认真研究一下，党中央对这个问题

高度重视。”主持会议的习近平总书记开宗明义，

“我们都把黄河称为母亲河，保护黄河是事关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从上游到下游，从地方到中央，沿黄 9 省区负

责同志来了，十几位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也来了。大家共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大计，谈认识、讲体会、摆问题、提建

议，开门见山、直抒胸臆。

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习近平

总书记此次考察的省份河南，正好是黄河的“豆

腐腰”部位，是地上“悬河”最突出、历史上决口最

多的河段。选择在河南郑州召开这次座谈会，党

中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为了开好这次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事前要

求 有 关 部 门 进 行 了 深 入 的 调 查 研 究 和 科 学 论

证。座谈会前一天，他走进黄河博物馆，前往黄

河国家地质公园临河广场，深入了解中华民族治

黄的历史，实地察看黄河的生态保护和堤防建设

情况。

郑州，黄河国家地质公园临河广场，总书记

凭栏远眺。

黄河，如一条昂首巨龙，劈开青藏山川，穿过

高原峡谷，跃壶口、出龙门、闯三门峡，九曲十八

弯，奔腾入海。千百年来，她滋养着流域内亿万

人民，也曾肆虐八方、祸害生灵。

眼前的黄河，天高水阔，林草丰茂。虽然没

有了昔日“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的

悲惨景象，但黄河水裹挟着泥沙滚滚东流，对水

患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习近平总书记目光深邃：“治理黄河，重在保

护，要在治理。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

系统治理、源头治理，统筹推进各项工作，加强协

同配合，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创作好新时

代的黄河大合唱！”

古今治黄史也是一部治国史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素来“多淤、多决、多徙”，

黄河治理成为困扰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大难题。

“平时来水少，汛期发大水，不仅含沙量极

高，且水沙异源，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难治理的河

流。”座谈会上，一位来自部委的负责同志连“倒

苦水”，也点出了黄河的病症。

黄河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在“千秋治河”展

厅驻足良久。从大禹治水、到明代潘季驯“束水

攻沙”，从汉武帝“瓠子堵口”到康熙帝把“河务、

漕运”刻在宫廷的柱子上……一个朝代接一个朝

代，人们孜孜求索，同黄河水患作斗争，甚至寄望

于河神祭祀、镇河神兽。

走近明代潘季驯的《河防一览图》，习近平总

书记放慢了脚步。黄淮运三河并治，褐色的堤防

体系蜿蜒起伏；站在清代郑工合龙处碑拓片前，

他仔细端详。碑文记载了清代最大一次堵口事

件，“兵夫力作劳苦久”，治河之艰辛历历在目。

一幅黄河改道图，习近平总书记久久凝视。

决溢范围北至天津，南达江淮，纵横 25 万平方公

里，南北循环摆动，水之所至，“城郭坏沮，稸积漂

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

“黄河宁，天下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

某种意义上讲，中华民族治理黄河的历史也是一

部治国史。”

以新中国为界，两组数据，古今黄河的沧海

桑田，跃然纸上。

据 统 计 ，新 中 国 成 立 前 的 2500 多 年 间，黄

河下游共决溢 1500 多次，改道 26次。

新中国成立至今，70 年不决口，20 年不断流，

先后抵御 12 次大洪水，实现了 70 年黄河安澜。

习近平总书记谈到这一情况时，询问现场工作人

员“古时决口相距最久的一次是什么时候”，讲解

员回答说，是东汉时期，大约 30年没决口。

古老的黄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获

得了新生。

1946 年，我们党就针对黄河成立了治河委员

会，开启了治黄历史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治

黄事业。1952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第一次离京

巡视就来到黄河岸边，到了兰考，发出“要把黄河

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1958 年 8 月，毛泽东

再次来到兰考，视察了黄河治理和农田建设。改

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都曾亲临黄河岸边，筹划治黄战略。

70 多年来，我国先后开展 4 次大规模堤防建

设，兴建了龙羊峡、刘家峡、小浪底等水利枢纽，

实现了从被动治理到主动调控黄河水沙的重大

突破。科学开发利用黄河水利资源，“以川济山，

山川共济”，使黄河沿岸变成了高产良田，强化黄

河流域水土保持，实施河口湿地生态补水和向石

羊河、白洋淀补水，引黄济津、引黄济青、引黄入

冀，动员千家万户治理千沟万壑……黄河沿岸，

树叶黄了又绿，河水落了又涨，旧貌换新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

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

连续实施两期黄河下游防洪工程建设，全面完成

了标准化堤防建设，开展了河道整治和滩区安全

建设，开辟了北金堤、东平湖滞洪区，基本形成了

“上拦下排，两岸分滞”的下游防洪工程体系，初

步形成了“拦、调、排、放、挖”综合处理和利用泥

沙体系，累计减少入黄泥沙近 300 亿吨，减少下游

河道淤积 112 亿吨，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

姓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70年岁岁安澜。黄河治理的奇迹，在中国共产

党和中国人民手上实现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中找到了答案。习近平总书记感慨地说：“实践

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优势，才能真正实现黄河治理从被动到主动的历史

性转变，从根本上改变黄河三年两决口的惨痛状况。”

黄河治理是事关民族复兴的重
大国家战略

8 月份在甘肃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就谈到

黄河之“病”：“我曾经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

还不轻。今天我要说，黄河一直以来也是体弱多

病，水患频繁。”

针对黄河治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问题

导向、精准思维。“治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此次调

研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查问题、补短板。

座谈会上，他一一进行梳理：洪水风险依然

是最大威胁，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

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高……“‘君不见黄河

之水天上来’，那是何等壮观！如今需花费多大

气力才能确保不断流。”

“究其原因，既有先天不足的客观制约，也有

后天失养的人为因素。这些问题，表象在黄河，

根子在流域。”“黄河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

是黄河复杂难治的症结所在。”

难题何解？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目标和任务。他强调，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

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黄河

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从此上升为重大

国家战略，前所未有，意义重大而深远。

他指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坚持生态优先，以水而定、量水而行，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

划，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着力加强

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

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

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强调

“大保护、大治理”，为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定下了调子，明确了指导思想和努力方向。

他强调，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要把

黄河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谋划，上游以

提高水源涵养能力为主；中游要突出抓好水土保

持和污染治理；下游要注重保护湿地生态系统，

提高生物多样性。

总书记告诫在座的领导同志，“黄河沿岸的

发展一定要有大局意识，站在国家的、全局的角

度考虑，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他举例子，三

江源，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被誉为“中华

水塔”，要想一想这里是国内生产总值重要还是

绿水青山重要？作为水源涵养地，承担着生态功

能最大化的任务，而不是自己决定建个工厂、开

个矿，搞点国内生产总值自己过日子。

总书记提出，要保障黄河安澜，必须抓住水

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完善水沙调控机制，

解决九龙治水、分头管理问题。他说，水沙关系

是很微妙的，不是说黄河水的含沙量越少越好。

要坚持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把相关问题研究深

研究透，不能单打一、想当然。

总书记强调，要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性约

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

产，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业发展。“有多少汤

泡多少馍”，不然最后只能嚼干馍了。

“不要一说研究黄河发展，什么东西捡进筐

里都是菜。黄河流域发展的内涵一定要定义清

楚，不是不发展经济，而是要以黄河生态保护为

重要的背景依据，来考虑如何符合不同流域段、

不同省情区情的发展道路。”

他特别强调“不能犯急躁病”。他说，一些人

看黄河这儿又有题目了，便借题发挥。要把好这

道关，不能随意上大项目，搞各种各样的开发区。

有关部门要组织编制 规 划 纲 要 ，为 黄 河 流 域 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路线，划好“红线”。

坚定信心 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
定力

总书记强调：“治理黄河的功利好坏，要以百

年千年计，不能急，不能马虎。”当下的迫切任务，

就是确保“四个不”：大堤不决口、河道不断流、水

质不超标、河床不抬高。他强调，要着眼长远，

加强顶层设计，加强重大问题研究，创新体制机

制，明确中央、省区、市县的职责任务，以完善的

制度和体制机制确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行稳致远。

他语重心长提醒在座的各位领导同志：“推

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非一日之

功。要保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以功成不必在

我的精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既要

谋划长远，又要干在当下，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

接着一茬干，让黄河造福人民。”

我们相信，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和集中统一领导，有习近平总书记亲自

擘画，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势，有

新中国 70 年来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和技术实力，

有黄河文化凝聚起来的强大精神力量，有长期以

来积累的丰富治黄经验，我们一定能够在新时代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迈出新的

更大步伐。

黄河，必将成为一条永远造福中国人民和中

华民族的幸福河！

（新华社郑州9月19日电）

创 作 新 时 代 的 黄 河 大 合 唱

9 月 16 日，“壮丽 70 年·奋斗新

时代”河南省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平顶山专场

在郑州举行，发布会以“书写高质量

绿 色 转 型 发 展 时 代 答 卷 ”为 主 题 。

媒体记者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里，

围绕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好产业转

型升级、推进农业“两区”建设、打造

“互联网+医疗健康”地方样板、加强

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踊跃提问，市委

书记周斌、市长张雷明逐一回答记

者的提问。（详见9月17日本报1-5版）

“从 6 个小村庄到 500 多万人口

的城市，因煤而立、依煤而兴的平顶

山 ，已 经 实 现 了 从‘ 半 城 煤 灰 半 城

土’到‘一城山水满城绿’的华丽转

变，高质量绿色发展起势发力、迈上

新台阶”“印象中的平顶山是一个工

业城市，没想到农业也发展得有声

有 色 ”“ 平 顶 山 是 一 座 充 满 生 机 活

力、包容而又开放的城市，近年来，

无论是传统文化保护挖掘，还是打

赢脱贫攻坚战，平顶山都取得了显

著成就”……

建市以来，在历届市委、市政府

的科学领导下，在全市人民的齐心

奋斗下，鹰城大地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 化 ，鹰 城 百 姓 的 生 活 也 今 非 昔

比。下期读者之声，请大家通过自

己的切身感受、身边的真实变化，以

小见大，展现这些年来鹰城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

下期话题：身边变化看成就

来 稿 信 箱 ：baixinghuati@qq.

com，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话题”字

样，截稿日期为 2019 年 9月 26日。

身边变化看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