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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引进菜种 致富有了途径

我
的
十
年

□本报记者 王春生 文/图

8月18日，距新学期开学还
有一周多时间，王晶已开始在
市九中的教师办公室忙碌起
来：备课、帮同事制作课件，还
要参加我市教育系统的一个会
议。

执教 17 年来，王晶从一名
普通教师做起，快速成长为一
名青年省级名师。她感慨道，
是近年学校和教育系统提供的
各种培训平台，让她受益匪浅。

以下是王晶的自述——

喜爱教师职业
走上从教之路

我有幸出生在一个教育世
家，我的外婆、母亲都是教师，
很多亲戚也是教师。

我 们 家 和 市 九 中 特 别 有
缘：母亲退休前在市九中教英
语，我初中在市九中上，后来到
市九中教学。

上初中时，母亲在家备课，
天天听盒带，耳濡目染，我的英
语成绩挺好的，还是班里的英
语课代表。母亲是省级优秀教
师，因为喜爱英语，我也想成为
像母亲一样的英语教师。

1997 年我考入原平顶山师
范高等专科学校五年制班英语

专业。学校聘请的是来自英国
的外教。5年学习期间，我接触
到了很地道的英语。2002年我
考入北京语言大学，学校有很
多留学生，我发现我的英语水
平与他们相比并没有太大的差
距，这让我找到了自信，更加喜
欢英语这个专业了。

2005 年从北京语言大学毕
业后，我回到市六中当了一名
英语教师，圆了我的教师梦。

在市六中的5年，得益于买
永玲等名师的悉心辅导，我很
快适应了教师这一角色。买老
师言传身教，其专业教学水平
和人格魅力对我影响很大。

2010年，我调入市九中，回
到母校任教。

在培训中成长
跻身名师行列

在 市 九 中 教 学 的 前 两 三
年，我母亲还未退休，在母亲和
其他多位老师的关心帮助下，
我的教学经验渐渐丰富起来。

2012 年，学校指派我参加
全国说课大赛。所谓说课，就
是把上课的教学目的、目标、理
念、设计和过程说出来，其间运
用了哪些教学策略和手段，对
所上课程进行剖析。这样的比
赛，当时平顶山还没有举办过。

因为接到通知较晚，仅有4

天的准备时间，我的压力特别
大，最终我获得了说课大赛一
等奖。但我市其他学校有拿到
特等奖的，这让我认识到了自
己的不足，也有了努力的方向
和目标。

随后 10 年时间里，国家及
各级教育部门对青年教师培训
力度逐步加大，我们学校制订
了“一三五七”的青年教师培养
机制，每年都派青年教师外出
交流学习。我每年都有机会到
外地学校培训，学校还与山东
一些学校结成联盟，进行同课
异构教学培训。

这些培训和学习机会开阔

了我的视野，使我的教学成绩
和经验持续提升。很快，我成
长为市首届骨干教师，2014 年
获得市五一劳动奖章，2018 年
成为省骨干教师，2019 年成为
市级名师，去年获得了省级名
师的荣誉称号，今年还获得了
最美鹰城教师的荣誉称号。

我们学校一直有师带徒的
良好传统，在做好本职教学工
作的同时，我会把自己的教学
经验传授给更年轻的教师，力
争在本职岗位上能取得更多更
好的成绩，无愧于教师这一光
荣称号。

借助培训平台 跻身名师行列

□本报记者 李霞 文/图

国家互联网办公室本月初
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
（2021年）》显示，截至2021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32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达73%。我国网
民人均每周上网时长达28.5小
时。网络重塑城市居民的生活
轨迹，也点亮了乡村农民的生
活。

8月18日上午8点多，湛河
区荆山街道统张村东头一个蔬
菜大棚内，张长法将客户预订
的40公斤人参苗菜采摘、捆扎
完毕，直起腰抹了一把脸上的
汗。还没来得及掸掉鞋子和裤
脚上的泥土，他兜里的手机响
了，要芝麻香菜和观音菜的订
单又来了。

今年 54 岁的张长法种菜
30 多年，过去种菜全凭运气。
近些年来，他依靠网络不断学
习摸索，不断引进种植新型蔬
菜，从而走上了致富之路。

以下是张长法的自述——

上网“一指禅”
引进“时髦菜”

我们村的水质好，土壤肥
沃，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村，

几乎家家户户靠种菜为生。结
婚后，我与妻子建起了蔬菜大
棚，不过种的多是茄子、辣椒等
普通蔬菜。为了卖个好价钱，
俺俩经常骑着三轮车跑几十里
路到市区赶早市。有时候种的
菜销不出去，只能眼睁睁地看
着烂在地里。

2010年，我的大女儿考上了
大专，我花 4000 多元给她买了
一台台式电脑。从那时起，我开
始接触互联网。我用拼音打字，
一个指头一个字母敲键盘，女儿
给我起个外号“一指禅”！

让我没想到的是，借助网
络，我种上了冰菜、西洋菜、枸
杞苗、橄榄菜、紫贝天葵等“时
髦菜”，种菜收入稳步增长。

那是 2011 年，我上网浏览
新闻，看到外地有人靠种这些
新 型 蔬 菜 致 富 ，就 想 试 着 引
进。当时网购还没兴起，我就
用笔把新型蔬菜的名称记在
纸上，委托村子附近的种子站
帮忙代购。我第一次引进的是
苦菊和意大利生菜。当时这两
样菜在我市还很少见，菜苗长
出后，村上不少人来我家大棚
看稀罕。也是我的运气好，头
回引种这两样“时髦菜”就获得
了丰收。这给了我极大鼓励，
从那以后，我更加专注上网搜
集资料，啥菜稀罕就引种啥。

网络是良师
跟着学种菜

网络还是我的良师益友。
引种新型蔬菜，除需要种子外，
还得学习种植技术。

我从网上查找种菜资料和
书籍，不断地学习、摸索，再根
据咱们这儿的气候调整，啥时
育苗、啥时移栽、啥时防虫、啥
时施肥，渐渐掌握了诀窍。

就拿我这两年新引进的
“冰菜”来说，头一次种得太密，
菜的品相不好；第二次浇水太
多，不少菜沤根了……连种了5

茬，我才摸索出适合它的种植
方法。

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家里
的台式电脑用了几年后，我又买
了笔记本、平板，再后来是智能
手机。我最喜欢手机上的语音
功能，因为再不用为敲字发愁
了。我还学会了网购，买菜种或
生活用品啥的更方便了。

种菜尽管辛苦，但我和妻子
觉得日子过得挺幸福，尤其是这
些年来种植新型蔬菜，俺家的收
入翻了几番。即使这两年受疫
情影响，村上很多人种的普通菜
卖不上价钱，可俺家的菜始终是
价格“漂亮”，还不愁卖！

讲述人：王晶
年龄：39岁
身份：市九中英语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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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人：张长法
年龄：54岁
身份：菜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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