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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西藏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组织的学习考察组，赴甘肃、贵州两省学习考
察美丽乡村建设情况。考察组在甘肃省临夏回
族自治州永靖县感受非物质文化遗产“花儿”
传唱时，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拉姆以一首原生
态的日喀则民歌，与“花儿”交相辉映成一幅
回藏民族文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生动画
面。

拉姆清脆纯净的嗓音和略带羞涩的容颜，
构成了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也正是那次的一路
同行，吸引我走近这位委员，去认识她、了解
她，也发现她、激励她。

“异想天开”“不自量力”的农家女

这位农家女，腼腆的形象中深藏着一股挑
战自我的倔强和极强的探知欲。走进拉姆的创
业世界，用“不打没准备的仗”来概括她再形
象不过了。

“日喀则边境一带遭遇几次地震，由于老
百姓土坯房抗震性差，本来可以避免人员伤亡
却造成了悲剧。在当地，夯土墙的民房建筑方
式一直延续下来，后来家庭条件稍好的村民开
始砌砖建房，但由于砖厂少、价格贵，很多家
庭买不起砖，照样采用夯土墙。如果我们自己
有个砖厂，就可以解决村民大老远买砖和价格
高买不起砖的问题。”拉姆将自己的创业初心
娓娓道来。

然而，拉姆创业之路却并不顺利。“我就
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起初丈夫说我一个女
人不自量力，异想天开。既没有钱、又没有技
术，如何办砖厂？可最终拗不过我，同意一起
拼拼。”要干事，就要解决存在的问题。拉姆
说：“没技术，就去学，我先让丈夫学打砖，
学机械驾驶和机械操作技术。没钱，向银行贷
款，2013年，我们这个一穷二白的小家庭贷款
5万元，组建起我们村第一个农民砖厂。当时
手头连千元都没有的我，看到5万元的贷款，
着实吓了一跳，但‘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
大胆朝前走了。”

那段日子，拉姆一边给工地送饭，一边撸
起袖子像男人一样打砖。“一头的灰、满身的
泥，汗臭味、脚气味混杂在一起，我完全没了
女人样，只想为村民建房多打几块砖，多挣几
分钱，早日把贷款还上，把砖厂办好。”就这
样，砖厂经营了5年，拉姆家的砖厂不仅为村
民建房打出了物美价廉的砖，还为村民在家门
口创收提供了条件，自己也掌握了一门就业创
业技能，还清了贷款，还用自己打的砖修建了
美观而稳固的自家房。听着拉姆的创业经历，
我感觉到了一个农村妇女敢想敢干、敢为人先
的魄力和人生追求。

后来，因为家中小孩上学和照顾老人等事
自顾不暇，拉姆停办了砖厂。但几年后，闲不
住的拉姆看到了餐饮业的广阔市场前景，只要
厨艺好、服务好，做餐饮必可走远走长，她又
开始“蠢蠢欲动”。开餐馆，要有最起码的厨
艺基础，拉姆参加了康马县举办的厨师培训，
有小学文化基础，再加上自己聪明勤奋，拉姆
顺利获得县一级厨师资格。

餐馆经营起来了，拉姆既授人以鱼，又授人
以渔，让餐馆打工的妇女既挣了钱，又学到厨
艺。手头有了一点积蓄的拉姆，总是尽自己所能
帮助身边的村民，捐款捐物帮助困难家庭。2016
年，拉姆成为康马县政协常委，2023年，她成为

政协第十二届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

一步一个脚印的履职行动

让我惊讶的是，这次考察不久后，拉姆就
把她的学习考察体会写在了具体行动上！“学
习考察的最大收获是，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的前
景广阔。同样是农村，虽然地域特色和气候环
境有差别，但我认为，人家的经营理念和管理
方式是可以学习借鉴的。西藏乡村旅游有一定
的发展市场，我也有挑战乡村旅游市场的念
头，就承包了村里闲置的林卡。”我们一行人
面面相觑，被她的大刀阔斧、说干就干的魄力

惊奇不已。
在藏族地区，群众有过林卡的习俗，相当

于内地的“踏青”“郊游”。这种过去以祭祀为主
题的节日，到今天已演变为自娱自乐的活动。西
藏“林卡经济”季节性很强，每年可经营的时间
有限，闲置时间长。如何避免这种特殊气候条件
造成的成本损耗，拉姆早已有了应对措施和解决
方案。她充分利用林卡靠近村里的地理优势，发
挥自己经营餐饮业多年的经验和优质服务，赋予
林卡经济常年餐饮服务功能。尤其是，为村民创
造日常聚会场所、给村民提供外卖服务，开启农
村外卖市场，让南尼村的群众也能体验到外卖服
务的新鲜感，让林卡经济淡季不淡、农村餐饮

常年火旺。
拉姆说，自己已经物色好了林卡服务人

员，并构思好了培训内容和方法。拉姆觉
得，服务行业能否走长远，关键是经营者要
弄明白自己要干什么、怎么干、如何干好的
问题，解决好如何提高服务能力、提供高质
量服务的问题，更要在带动联系界别群众共
同致富、助力乡村振兴上发挥实体经济的带
动作用。对于在拉姆林卡打工的 6 个姐妹，
上岗前，拉姆都对她们进行了服务培训，上
岗中加强业务指导，手把手传授她们厨艺，
闲暇时，她们还可以照顾家里。她把“拉姆
林卡”打造为村里姐妹们家门口创收、学技
能的多功能乡村产业。拉姆创建林卡，投入
了不少资金，在创业路上摸爬打拼过来的
她，此时已不用再为还贷额担惊受怕了，她
对自己的林卡经济充满了信心。

从县政协委员、市政协委员，拉姆一步
一个脚印踏实走来，切实联系界别群众的好
口碑让她最终成为自治区政协委员。作为农
牧区女性委员，拉姆不禁锢于传统观念，挑
战生活、挑战自我，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她创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生
活，她参政议政，在反映民情呼声和宣传政
策中发挥承上启下作用。

多年来，拉姆在履职实践中不断积累经
验、总结提炼，让自己的履职更丰富、作用
发挥更精准。成为政协委员以来，她提出的
《改善农田灌溉条件，助推青稞产量提高》
《修建防洪堤坝，保护沿河群众生命和农田安
全》《保护和传承南宁果谐、西藏八大藏戏—
<朗萨雯波>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等提案，都
得到了相关部门重视和办理。村民们也经常
听到拉姆讲述她参加自治区政协有关活动的
所见所闻，尤其是到内地省市考察学习看到
的新鲜事，这让村民们切身感受到政协委员
就在身边。

谈到自己委员作用的发挥，拉姆唯一遗
憾的是，自己的汉语表达能力欠缺，在各种
场合发言，内心纵有万千想法和建议，翻译
的环节时常会打断她的思路，使她无法畅所
欲言。拉姆其实能听懂汉语，也能说上几
句，只因担心说错。于是，我和拉姆立下一
个约定，今后我俩之间都用汉语沟通，创造
说汉语的环境，我也会在微信里经常“骚
扰”她，闲聊几句。我和拉姆的第二个约定
是，以她一身的正能量，影响带动联系界别
群众用勤劳的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引
导他们知道惠在何处、惠从何来，引导他们
永远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政协委员
思想引领贯穿在日常生活中。我和拉姆的第
三个约定是，“不打没准备的仗”的她，挑战
乡村旅游市场一定马到成功！

拉姆：履职需要一步一个脚印的行动
通讯员 次仁央金

我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又工作于乡村。
在乡村教育的百花园里耕耘了24个春秋，我
对乡村有着一份特殊的情怀，我深知这片土地
上老百姓的不易，深知这片土地上的孩子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

预言的背后，是求索与付出

我叫徐庆福，是山东省夏津县教育战线的
普通一员。一直以来，我立志要让农村孩子和
城里孩子一样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2018年 8月，我临危受命担任夏津县雷
集镇学区主任兼雷集镇中学校长。雷集镇是全
县最为偏远的乡镇，也是当时全县教学质量最
差的，多项工作都处于“泥潭”之中，是所有
干部都不愿意去的地方。面对“落后”，我没
有退缩，我下定决心，“最偏远的乡村我也要
做出最好的教育！”

我和团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我们把乡村
学校遇到的难题，都当成宝贵的课题来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我
意识到，提升乡村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专业
素养至关重要。反复探索后，我们创立了项目
式名师培养模式，从激发教师内驱力入手，成
立了“思维导图的应用与研究”“问题导学+
小组捆绑式管理教学模式的实践与研究”“乡
村学校人工智能编程STEM开发与实施”等11
个研究方向，教师自愿参加项目以后，要明确
个人发展目标，制定三年个人发展规划等。渐
渐地，老师们找到了职业成就感，教学能力专
业素养都得到了提升。

2019年6月，我们迎来了改革后的第一次
中考。考前，我和老教学副校长倪老师打趣
说，我有一种预感：“今年我们能考第一！”他
呵呵笑着说：“不可能，我们学校从来没有考
过那样的成绩，只要我们脱离全县后三位，就
已经很不错了。”

7月份全县中考综合排名出来了，我的预
言应验了！此次中考，我们从以前的全县倒数
第一，涅槃重生获得了全县乡镇正数第一的好
成绩，九门学科六门第一，并获得五项市级教
学成果奖。整个小县城都沸腾了：“雷集怎么
了？”

我是真的会“预言”吗？不是！
你没有看见年近60岁的老教师站在初三

的讲台，当着班主任仍旧精神饱满、慷慨激昂
讲课的样子；你没有看见晚上老师带着孩子在
办公室给学生补课的背影；你没有看见为打造
高效课堂模式，我们一点一点磨课所付出的一
切。知道成绩的那一刻，初三团队相拥而泣，
我们取得了第一场重大胜利！

2017 年，我担任双庙镇中心小学校长
时，正值国家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验收。经费紧
张，为打造校园文化，我就将村里即将砍伐的

大树以木材的价格买下来，移植到我们学校，
造就了学校的“大树文化”；看到废弃的群众
广场有几块大石头，我就雇吊车把它们运到学
校，打磨冲洗出来，给它们起了“师爱”

“恩”“书山”“萌”等富有意义的名字，构建
了独一无二的学校“石头文化”；我搜集了全
县有名的历史名景，请人全部绘制在校园墙壁
上，让学生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又形成了别
具特色的校园“风景文化”。

一时间，我们学校成了全市的亮点样板学
校，一星期内来我们学校参观交流学习的人员
突破1000，不起眼的乡村小学校，成了夏津
县一颗亮丽的“小明珠”。就是从那时起，“爱

捡破烂的抠门校长”名号不胫而走。

掌灯乡村，助农村娃全面发展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每一
个孩子都是不同的。2022 年成为夏津县政
协委员后，我进一步加强学习，并担负起
更重的责任，遵循因材施教原则凝练完善
了“根雕教育”育人理念。因材施教、因
材 施 课 ， 我 要 让 每 一 个 孩 子 成 为 最 好 的
自己！

2022 年 4 月，县政协组织开展了打造乡
村高效课堂的专项调研，并在雷集镇中学开

展座谈，我介绍了“走教”+“走班”教学
模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为了促进乡村学
生素质的全面发展，我们全力开展艺体教
育，而艺体教育要想开展，师资是关键。没
有老师怎么办？我们就内部挖。挖了不够怎
么办？我们就聘。聘了钱不够怎么办？我们
几个穷学校就一起聘，然后让艺体教师服务
于多所学校，轮流教学，“逼”出了“走教”
模式。

老师有了，但孩子们还是不高兴、不喜
欢。因为课程资源的单一，不能满足学生多
元化、个性化的发展。怎么办？我们又打破
班级界限，实施艺体教育“走班”制教学模

式。自此，艺体教育“双走”模式成功诞
生，我们称之为“逼”出来的改革。

在县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上，我提交了
《关于大力发展农村艺体教育的建议》，得到
县教体局的认可和支持。艺体教育“双走”
模式，不但成功解决了偏远乡村学校无法开
展好艺体教育的难题，且成效非常明显，为
全县乡村教育发展提供了新路径。时任市教
体局局长张书鹏专门做了批示：“艺体教育

‘双走’做法，回应了群众需求，抓住了乡
村教育的痛点、短板，积累了一些经验，值
得各地学习、借鉴。将此文印发各县 （市、
区） 局、各乡镇学区加以推广。”今年，我
又加强调研，提交了《关于加强高等教育投
入和水平的建议》等四件社情民意，均被县
政协采用。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走进艺体课堂，发
现学习葫芦丝的学生特别多，学习萨克斯管
的只有两个。我问学生，是不喜欢吗？学生
摇摇头。我说，喜欢的举手，结果有40多个
孩子举起了手。

不是孩子不喜欢，而是家长舍不得买。
这件事像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农村家

庭的孩子确实难啊！孩子买不起怎么办？那
我就去“讨”——找我们县文化馆“讨”，找
爱心人士“讨”，找社会企业“讨”。因此，
我又被趣称为“讨”校长。

我发动了“献一件乐器，圆农村孩子艺
术梦想”的爱心捐赠活动，活动得到了省派
第一书记、县政协以及县教体局的大力支
持，他们被我的真诚和做好教育的情怀深深
打动，没出一个月，第一批价值 4万余元的
萨克斯就送到了学校，孩子们高兴坏了。这
批孩子也非常争气，不负众望，在省市级比
赛中屡屡获奖，农村孩子圆了艺术梦，也走
上了大舞台。目前，我们成功开设了萨克
斯、巴乌、陶笛、二胡、乒乓球、篮球、泥
陶、美术、剪纸等 30 余项艺体课程，全镇
2000多名学生受益。

近年来，我们的创新故事也多次被媒体
报道，经验被推广至全国各地。2022年艺体
教育“双走”模式荣获“山东省基础教育教
学成果一等奖”等，学校荣获首批“山东省
全环境育人规范校”……

我没有想过获奖和荣誉，想的是如何解
决乡村学校发展遇到的难题，想的是如何让
这帮乡村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但拿到获
奖证书的那一刻，我还是激动得像个孩子，
流下了热泪，我对团队说：“这是雷集镇的孩
子馈赠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教育是“以心暖心”的伟大事业，我们
要坚信“以爱育爱”的神奇力量。做教育，
只要你喜欢，只要你有做好教育的情怀，就
一定会生出无限的教育创新智慧！

徐庆福：让教育在乡村开花、发光
口述/徐庆福 整理/通讯员 周冰

徐庆福：

山东省夏津县政协委员，山东省夏津
县实验小学校长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
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不同的。
2022 年成为夏津县政协委员后，
我进一步加强学习，并担负起更
重的责任，遵循因材施教原则凝
练完善了“根雕教育”育人理
念。因材施教、因材施课，我要
让每一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从县政协委员、市政协委
员，拉姆一步一个脚印踏实走
来，切实联系界别群众的好口
碑 让 她 成 为 自 治 区 政 协 委 员 。
作为农牧区女性委员，拉姆不
禁 锢 于 传 统 观 念 ， 挑 战 生 活 、
挑战自我，把命运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

拉姆委员拉姆委员 （（左左））

徐庆福委员徐庆福委员 （（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