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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
电（记者刘健、姚子云）国将
兴，必贵师而重傅。在教师节
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
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
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他指出，希望广大教师不忘
立德树人初心，牢记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使命，积极探索
新时代教育教学方法，不断
提升教书育人本领，为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在特殊之年，广大教师
抗击疫情，停课不停学、不停
教，守护亿万学生身心健康；
决战脱贫攻坚战场上，他们
用爱心和奉献力阻贫困代际
传递，点亮万千乡村孩子的
人生梦想。

以身为“屏”：抗疫

中用爱守护

一张瑜伽垫、一台平板
电脑，跟随视频，爸爸双手撑
地、双膝跪地呈“桥状”，儿子
则在“桥洞”“桥面”穿行……
这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长安
小学二年级学生刘朗溪在家
进行的一堂体育课。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包
括户外体育课在内的众多课
程不能正常开展。为提升学
生免疫力，不少中小学校推
出花样体育课。体育老师们
为各年级学生制定“居家运
动防疫计划”，录制视频、带
头示范，指导学生在家科学
锻炼。

长安小学的居家体育课
突出亲子环节，家庭变成了
“课堂”，家长变成了“队友”。
刘朗溪的爸爸刘峰说：“老师

隔着屏幕的指引和帮助，让我们享受到难得的亲子时
光，是意外收获。”

一“屏”之隔却拉近了师生与家长的心，山水迢迢却
阻挡不了传递知识的脚步。

疫情初期，江西省万载县高村镇新竹小学校长罗长
石每天骑着摩托车，把下载好课程的 U 盘，送到新竹村
尹家岭组的 5 位学生手上。

尹家岭是新竹村较为偏远的一个村组，距离县城几
十公里路。在线教学开展后，当地网络信号较弱，县教体
局、镇政府及学校安排人员赶到村里，给学生送去几台电
脑，每日课程则由罗长石下载到 U 盘后送往学生家中。

疫情之下，无数老师为学生们竖起守护健康的坚强
屏障。

2020 年春节，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育英学校美术
老师郭晓芳忙得像一位冲锋战士。

正月初三，她将网课主题调整为预防新冠肺炎疫
情。她几乎是通宵搜集资料、设计教案，第二天便戴上口
罩去录课了。

《致敬英雄》《致敬科学》《我们相信》……在战“疫”系列
网课上，郭晓芳动情地为孩子们讲述白衣战士逆险而行、社
会各界同舟共济的故事，学生们深受触动，在课程视频上留
下许多条留言。

“郭老师，您说‘英雄在昨天，英雄在今天，英雄在明
天’，我想努力成为‘明天的英雄’。”一个孩子这样写道。

“收到学生来信，我觉得所有付出都值得。”郭晓芳说，
在那一刻自己意识到，全民抗疫的战斗里，一名教师也有
光荣的使命。

网课创新、心理辅导、组织防疫、安全复学……用心陪伴，
用爱守护，老师们在特殊之年顶住重重压力为学生守住一方
书桌的安宁与希望。

以身为“灯”：在万千乡村点亮梦想

教师节前一天，巴桑卓玛收到了一张略显褶皱的小
纸条，上面写着：“我爱你，老师，你对我很好，就像我的
妈妈一样。”三年级学生次仁央宗把纸条送给老师后，就
害羞地跑开了。

27 岁的巴桑卓玛是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扎西宗乡
完全小学的一名小学教师，已经任教 5 年。学校所在地
海拔 4300 多米，距离珠峰大本营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
车程。

巴桑卓玛教的 94 名学生里，有 10 名是建档立卡贫
困户的孩子。条件虽然艰苦，但孩子们的懂事让巴桑卓
玛深感欣慰。

身患残疾的普布扎西行动不便，为此，学校专门安
排老师上门送教。作为班主任的巴桑卓玛，是这个建档
立卡贫困户家庭的常客，每次去他家都要待上大半天。

巴桑卓玛说，看到孩子努力学习，一天天成长进步，
为自己从事的这份职业感到自豪。

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根本之策。在三尺讲台
上，一位位老师，为万千乡村孩子点燃梦想的明灯。

41 年，上万个日夜，江西省新干县竹溪小学教师邹
小明教过的孩子已有千余名。

竹溪小学距离县城 30 多公里，如今只有两个年级，
24 个学生。教学条件艰苦，但邹小明从不抱怨。2005 年，
原本身体就不好的邹小明突发脑中风，身体右半边
瘫痪。

为了尽快恢复，他每天在妻子的搀扶下沿着山路走
一个小时。离开学校的日子里，他时时刻刻心系班上的
孩子们。病情刚刚好转，当即回到讲台。“山区的孩子离
不开我！”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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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评论员

“一个民族之所以伟大，根本就在于在任何
困难和风险面前都从来不放弃、不退缩、不止
步，百折不挠为自己的前途命运而奋斗。”在全
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的这番话，振聋发聩，发人深思。

发展永无止境，奋斗未有穷期。当前，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
务艰巨繁重，前进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层出不穷、
前所罕有。志不求易者成，事不避难者进。站在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我们要
化危为机、开创新局，最根本的就是发扬“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顽强斗志，坚定不移办好
自己的事，在攻坚克难、改革创新中奋勇前进。

人民生命高于一切，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奋力夺取

抗疫斗争全面胜利。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国内零星散发病例和局部暴发疫情的风险仍然
存在，疫情防控这根弦松懈不得。要慎终如始、
再接再厉，全面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
坚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处置有机结
合，用千千万万个文明健康的小环境筑牢常态
化疫情防控的社会大防线。要继续推进疫情防
控国际合作，同各国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发挥
全球抗疫物资最大供应国作用，推动构建人类
卫生健康共同体。

这场抗疫斗争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一次集中检验。新征程上，要突出问题导向，
从完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
障和科技支撑、提升应急物资储备和保障能力、
提升国家生物安全防御能力、完善城市治理体系
和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等方面入手，抓紧补短板、
堵漏洞、强弱项，加快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增强

社会治理总体效能，不断提升应对重大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为保障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体健康夯实制度保障。

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要统筹
抓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扎实做好“六
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确保完成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目标任
务。脱贫攻坚时间紧、任务重，要增强信心、鼓
足干劲，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一鼓作
气、尽锐出战。要着眼常态化疫情防控的新实
际，既要只争朝夕，奋力把失去的时间抢回
来、把疫情造成的损失补回来，又要谋划长
远，积极构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中长期协调机制。发展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
要用好改革开放这个关键一招。要坚持以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
这个战略基点，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

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性和竞争力。民生稳，大局稳。要始终把人
民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帮助群众解决就业、收
入、就学、社保、医保、住房等方面的实际困
难，扎扎实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各项工作。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开创发展新局
面，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有效防
范和化解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要辩证认
识和把握国内外大势，加强战略性、系统性、
前瞻性研究谋划，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
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准确识变、科
学应变、主动求变，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危
中有机，危可转机，关键是发扬斗争精神，既
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
力量共同奋斗，不断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

在 攻 坚 克 难 中 开 创 发 展 新 局 面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重要讲话

“在保护
人民生命安全
面前，我们必
须不惜一切代
价，我们也能
够做到不惜一
切代价，因为
中国共产党的
根本宗旨是全
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我们的
国家是人民当
家作主的社会
主义国家。”

习近平总
书记近日在全
国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的重要讲
话在医务工作
者和广大干部
群众中引发强
烈反响。大家
表示，要把人
民至上、生命
至上的理念融
入到日常工作
中，众志成城、
不畏艰险，为
夺取抗疫斗争
全面胜利不懈
奋斗。

被授予
“共和国勋章”
的钟南山院士
对“生命至上”
四个字感触颇
深：“对人民生
命的态度，最
能体现一个国家到底是不是把人民放在第一
位。我们党和国家非常明确，把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疫情期间可
以按下经济暂停键。这要有很大的付出，要下
很大的决心。”

钟南山告诉记者，最近，一位使用体外膜
肺氧合（ECMO）辅助支持长达 111 天的新
冠肺炎患者，从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康复出院。“为了救治这名患者，我们的重症
医学科团队付出了非常大的努力，只要有一
点希望都在抢救，治疗了很长时间。因为我们
的指导思想，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命
至上。”

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战场，到全国
各地城乡社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贯
穿始终。

8 日，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感染科教授吴
安华获得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的称号。从湖南到湖北、黑龙江、吉林、辽
宁，疫情发生以来，吴安华一直奔波在疫情防
控第一线。“作为一名有着 36 年党龄的党员，
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我必须挺身
而出，用实际行动护佑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吴安华说。

在武汉关闭离汉通道期间，武汉市武昌
区水果湖街东亭社区共有 4 0 0 0 余户、
15000 余位居民，而仅有 17 位社区工作者。
为了守护居民安全，东亭社区党委书记王学
丽在办公室住了两个多月，带人在社区反复
消杀、摸排居民健康和生活状况、为病患协
调床位、将每位患者送上去往医院的救护
车……她每天的时间都排得满满当当。

“武汉逐步恢复正常，这来得非常不容
易。正是党的领导和千千万万个挺身而出
的普通人，让我们有了今天的胜利。在电视
上收看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深受
鼓舞，以后要更加努力地守好社区第一道
防线，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王学丽说，
为应对秋冬季可能出现的疫情反弹，东亭
社区已储备充足的防疫物资，安排专人每
天开展消杀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居民
安全。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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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高校长张桂梅：大山女孩的明灯

新华社记者庞明广

许多年前，一次家访途中的偶遇，让张桂梅
至今无法忘怀。

一个女孩坐在山坡上，忧愁地望着远方，身
旁放着箩筐和镰刀。她上前询问得知，女孩才十
三四岁，父母为了 3 万元彩礼，要她辍学嫁人。

张桂梅暗自发愿：要改变大山女孩的命运，
让她们通过读书走出大山。2008 年，她创办了
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云南丽江华坪女
子高级中学。12 年来，已有 1800 多名大山女孩
从这里考上大学。

她像一盏明灯，燃烧自己，照亮大山女孩
的梦。

低进高出，1800 多名女孩命运改写

今年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得比往年稍晚
一些。8 月底，学生们报喜的短信把张桂梅的手
机震得嗡嗡作响，但她却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这一届，华坪女高 159 名学生参加高考，

150 人达到本科线，本科上线率为 94.3%，其
中一本上线人数 70 余人。“如果没有疫情影
响，姑娘们能考得更好。”张桂梅心有不甘。其
实，这个成绩真的很不错了。

因为，华坪女高招收的学生大多来自贫
困山区，不少学生基础差，甚至中考分数远低
于当地高中的最低录取线。低分进、高分出，
高考成绩常年位居丽江市前茅，华坪女高创
造了大山里的教育奇迹。

12 年来，1800 多名女孩从这里考上大
学，改变了人生轨迹。

27岁的陈法羽是其中之一。2009年，家境
贫寒的陈法羽中考分数没过线，自费读高中一
年要好几千元。“当时我妹妹也在上学，家里拿
不出这么多钱。”陈法羽说，实在没办法，她只
能放弃读书，回家种地。

后来听说华坪有一所女子高中，专门招
收家庭贫困的女孩，不收任何费用，陈法羽像
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快跑来报名。在女高学
习三年之后，陈法羽顺利考入云南警官学院，

如今已成为丽江市的一名警察。
回忆高中三年，陈法羽难忘校长的严厉

与坚守。不管刮风下雨，张桂梅每天清晨都会
陪着学生晨练；白天，几乎每节课她都会亲自
查课；晚上，她和学生一起住在宿舍，直到夜
里 12 点后查完宿舍才入睡。

“没有张老师的呕心沥血，就没有我们的
命运转变。”陈法羽说。

亦师亦母，“校长妈妈”大爱无疆

清晨 5 点 15 分，张桂梅和往常一样，从
女生宿舍的钢架床上爬起，坐着宿管员的电
摩来到教学楼，在学生到来前，把每层楼的灯
一一打开。

10 多年来，张桂梅每个上学日都坚持着
这个颇具仪式感的习惯。“姑娘们怕黑，提前
把灯打开让她们更安心。”她说。

爱人早年病故，张桂梅膝下没有儿女，她
把母爱奉献给了女高的孩子。

（下转 3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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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盆”装主食 “铁锅”装菜

东北“大盘”缘何“瘦身”难
新华社长春 9 月 10 日电（记者孟含琪、金

津秀、颜麟蕴）大铁锅装小鸡炖蘑菇、猪肉炖粉
条，脸盆大小的铝盆盛装堆积如小山的主
食……在东北，有很多以“大盘菜”“大锅炖”为
特色的餐馆。“新华视点”记者在吉林、黑龙江、
辽宁三省走访发现，以“量大实惠”为招牌的东
北菜在不少地方很受欢迎，但也存在剩菜多、
浪费多的现象。

有的剩菜足够再吃一顿

一道用大铁锅装的小鸡炖蘑菇、一道用直
径近 40 厘米盘子装的红烧鲤鱼、一盘堆积如小
山的花卷……在长春市文化广场附近一家东北
菜餐馆包间里，一桌十人正在聚餐，桌上摆放了

十五六道菜。
等客人离开时，桌上剩下了六七个花卷、

半条鱼、两个鸡腿，没有人打包，都被服务员
倒进了垃圾桶。

在“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东北，特色菜
以油炸、炖菜等为主。吉林省饭店餐饮烹饪协
会会长生明宇说，相较于用小碟、小盘、小碗
装的南方菜，东北菜的大盆猪肉炖粉条、大锅
装“一锅出”等，更实惠。

记者近日在黑龙江巴彦县兴隆镇一家饭
店看到，四名客人用餐后刚离开，桌上的米饭
和汤都是用脸盆大小的铝盆盛装，有的菜盘
子甚至和家用的锅一样大，桌上剩下的饭菜
足够四个人再吃一顿。

前不久从广东来吉林旅游的张文奇体验
了锅包肉、铁锅炖鱼等东北特色菜，喜爱的同
时他忍不住吐槽：“菜码太大了！想多品尝几
种菜，结果剩下很多。出门在外也不方便打

包。”
曾经在苏州工作的哈尔滨市民王蒙对东

北菜盘大量多深有体会。她说，在苏州吃饭，
两个人点上三四个菜才够吃。在哈尔滨，要想
不浪费，两个人只点一份菜就够了，想要吃得
丰盛一些就难免会剩菜。

在采访中，很多消费者表示，东北菜盘子
大、菜量足，但出去吃饭又不能只点一两个菜，
尤其很多时候都是请客、聚餐，很容易浪费。

有的在“瘦身”，有的依然“大”行其道

记者调查发现，近年来，一些东北“大盘”
开始“瘦身”适应新需求，但更多的东北菜馆
依然“大”行其道。

生明宇介绍，“吉菜”推广小份菜已有十
多年时间。辽宁省商务厅组织多部门联合发
布倡议书，提倡以“半份半价”“小份适价”等
方式，落实“光盘行动”。 （下转 7 版）

浪 费 可 耻

节 约 为 荣

在福州市乌山小学，二年级学生在《老师，让
我抱抱您》主题班会上拥抱老师，向老师表达感恩
之心（9 月 9 日摄）。 新华社记者宋为伟摄

江西南丰县社区幼儿园的孩子为老师献上鲜花
和贺卡（9 月 8 日摄）。时值教师节，各地人们以不同
形式感念师恩。 新华社发（袁智摄）

鲜 花 谢 师 恩“让我抱抱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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