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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良师，是益友，是雪域高原最美的花儿
——10名藏族孩子的深情表白

十年支教路，十年雪域情。

2014年以来，湖北文理学院17批次88人次奔赴襄阳市对口援建的琼结县开展义务支教，与

琼结县5000多名学生结缘。

在“世界屋脊”，格桑花以其顽强的生命力，被誉为吉祥之花、幸福之花。

湖北文理学院的“格桑花”将“缺氧不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的理想信念融

入血脉，将青春热血挥洒雪域高原。育人的同时，他们也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那些曾经羞涩、迷茫的高原“幼苗”，在“格桑花”的陪伴下，变得阳光自信。一批批学子考上

高中、大学，书写全新的人生。在孩子们心里，支教老师是良师，是益友，是雪域高原最美的花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兵分多路，奔赴西藏、天津、福建、湖南等地，与10名藏族支教学生面对

面，聆听他们的成长告白。

我叫洛桑扎西，在琼结县中学读初三时，
结识了支教老师吴顺喜。

当时，我们的成绩普遍落后，吴老师决定
办辅导班。20名学生参加，我有幸成为其中
一员。

辅导班是一个面积仅20平方米的小房
间，几张桌椅、一面可拆卸的黑板，简陋而又
拥挤。大家围坐在一起，从3月持续到6月。

初春时节，晚上气温只有1—2摄氏度，
每个人的手冻得通红，吴老师从未叫一声苦，
这种精神深深感染了我们。

吴老师经常鼓励我们，好好学习，长大后
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们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一天天成
长。小小的辅导班，成了梦想启航的地方。

当年中考，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上武
汉市洪山高中，2018年又如愿考上南京大学。

大一寒假，我回到琼结县，此时吴老师已留
在琼结工作，任琼结镇仲堆社区党委第一书记。
交流中，吴老师提出，很多家长对孩子的作业无
暇顾及，能否办一个辅导班，免费照顾学生。

我们一拍即合，不到三天，就有50多位
家长报名。

一个多月的辅导虽然很累，但我却无比
开心。看到“弟弟妹妹”一双双渴望的眼神，
我就联想到曾经的自己，希望他们早日走出
大山，书写新的人生。

大学毕业后，我推掉了大城市的工作，回
到了西藏，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

我叫白玛康珠，今年从西安财经大学毕业，
能顺利找到心仪的工作，感谢支教老师吕邦贾。

2016年，吕老师来到琼结县中学教我们
地理。当时，我读初二，成绩忽高忽低。吕老
师没有在课堂上批评我，而是课后单独找到
我，指正缺点、讲解知识，既严厉又温暖。

慢慢地，我们像好朋友一样，打球、聊
天。“你有什么梦想，想去内地看看吗？”“我从
没出过西藏，想考上大学，去看看外面的世
界，去看看大海。”

“好好学习，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吕老师鼓励我。

在老师的帮助下，我改正了上课走神的
毛病，成绩更加稳定，考上了拉萨北京中学。
吕老师也到了西安工作。

填高考志愿时，我报考了西安财经大学。
第一次走出西藏，我既忐忑又兴奋。飞机落地，
看到了来接我的吕老师，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我报的专业是统计学，枯燥难学，成绩一度
落后，心情十分沮丧，甚至产生了换专业的念头。

“你喜欢数学吗？”“喜欢。”“那就好好学
习，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电话中，吕老
师又重复了当年的那句话。

别人行，我也能行。老师的鼓励让我重拾信
心，通过不懈努力，成绩迎头赶上。大学期间，连
续四年获得奖学金，并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移
动公司的笔试、面试，找到了专业对口的工作。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吕老师的话，一直
激励我前行。

转眼到了毕业季，我的内地生活即将告
一段落。走出西藏的7年，我看到了高楼大
厦、车水马龙，接触到了优质教育资源，也交
到了一生的朋友。

我在琼结县中学读初二时，认识了黄亚
鹂、万倩怡、王许达等支教老师。当时，我英
语成绩不好，老师们把课文编成歌，把单词编
成故事，制作有趣的课件，提高我的学习兴
趣，我的英语成绩有了明显提升。

老师们经常给我讲内地的故事，让我增长
了不少见识。我也暗下决心，一定要考上大学。

高原环境艰苦，有一名支教老师生病做
手术。我很担心，回到家告诉了爸爸妈妈，爸
爸沉默了许久说：“明天我去摘一些金色蘑菇
送给老师。”

听大人们讲，金色蘑菇是一种可提高免
疫力的食材，但生长在海拔5000米的山上，
且非常稀少，采摘不易。

第二天一大早，爸爸就出发了，步行3个小
时进山，翻山越岭，摘到了一小袋金色蘑菇。

经过努力，我考上了石家庄西藏班（高
中）、福州大学，在校园里，老师和同学们让我
感受到了家人般的温暖。

我们家有5个孩子，4个与“格桑花”有
缘。妹妹和弟弟读初中时，在支教老师们的
帮助下，顺利考上了大学和高中，最小的弟弟
正在读小学，非常喜欢“格桑花”老师。

感恩“格桑花”，即将走向社会的我，希望
能为点亮万家灯火贡献力量。

我叫拉吉白玛，大家可以叫我Lucky。
以前，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一个英文

名字。而现在，我看过熊猫，会弹钢琴，去过
三五个城市旅游，像孙少平一样，走出了大
山。

孙少平是《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也
是我的偶像。认识孙少平，要感谢“格桑花”
支教老师肖泽龙。

肖老师来支教时，我在琼结县中学读初
一。肖老师总是在课后把我喊到办公室补
课。他虽然是生物老师，但也给我讲物理、数
学，还整理了语文素材，提升我的作文水平。

2018年寒假，肖老师给我寄了一套《平
凡的世界》。我一遍又一遍地翻着，被孙少平
的奋斗精神深深感动。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来安排，要自己去争
取与奋斗！”我和肖老师分享这句话，他鼓励
我，好好学习，一定要走出大山。

我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也开始重新认识
自己。通过努力，我考上了山南二高。去年，
我的高考成绩过了本科线，但思量再三，放弃
了本科，选择了职校，读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学前教育，以后回家乡当一名幼师。

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肖老师时，他一如
既往地支持我。

如今，我会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兼职，隔
着熊猫头套看到小朋友们灿烂的笑脸，仿佛
看到了以前的自己，也仿佛看到了孩子们美
好的未来。

我是“北斗班”的一名学生，我考上了中
国民航大学。

琼结县中学北斗班起源于2017年，是
“格桑花”支教老师们成立的科创社团。同
年，支教老师带着学生参加“北斗领航梦想”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得全国一等
奖。

加入北斗班，一扇科技创新的大门向我
打开，一颗“航空梦”的种子开始萌芽。

我向支教老师张诚透露了自己的小目
标，张老师鼓励我：有梦想就勇敢去追，在追
梦的过程中，越接近目标，困难就会越多，只
要坚持，就会成功。

那年我上初三，学习压力倍增。张老师
课余抽空教导我航空知识，给我看航空类的
小视频、电影，让这粒种子慢慢长大。

上了高中，学习任务更重了。此时，已离
开西藏的张老师在微信上跟我说，努力学习，
考上好的大学，实现人生梦想。

今年，我的高考成绩达到了中国民航大
学的录取分数线。报考志愿时，很多同学劝
我，藏区很少有学生从事航空航天专业，学起
来很费劲。

“不要怕困难，勇敢做自己。”电话中，张
老师继续鼓励我追梦。我的想法也得到家人
的支持，最终报考了中国民航大学航空工程
学院。

如今，我正在努力弥补与内地同学们的
差距。是雄鹰，就应该搏击长空、展翅翱翔。
我坚信，越努力越幸运，风雨兼程才能遇见更
好的自己。

我叫达瓦仓决，性格比较内向，不太爱说
话，上初三时，认识了“格桑花”支教老师姜永
翔。

他的到来，让我找到了奋斗方向。
姜老师发起成立校园广播站，用藏汉两

种语言播放党史故事、名篇佳作等。我听着
广播里的内容，价值观、世界观受到了很多
影响。

“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是因为他
们心中装着祖国、装着人民。”我渐渐明白，人
生要奔着更大的目标，去做有意义、有价值的
事情。

但什么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我向
姜老师请教。

姜老师告诉我，作为学生，最有意义的事
情就是好好学习，多看书、多实践，去看更大
的世界。在成长的过程中，找到自己认为有
价值的事。

听到答案，我突然想起了我的父亲。他是
国家级非遗——久河卓舞的一名舞蹈演员，几
十年如一日热爱舞蹈，曾到香港、上海等大城
市参加演出。对他来说，让全世界人民认识、
了解久河卓舞，就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我长大了要干什么？在和支教老师的相
处中，我找到了答案：当一名老师。因为老师
可以帮助学生成长，影响更多的人。

姜老师非常支持我的想法，鼓励我努力
学习，勇敢追梦。

有了方向和目标，学习也不再那么枯
燥。顺利考上高中，今年我又如愿考上了师
范，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从琼结到徐州，从小学到大学，“格桑
花”永远是我心中最美的花。

2018年，我在琼结县琼结镇完全小学
读六年级，认识了“格桑花”支教老师刘思
棋。在她的带领下，我第一次走出西藏，到
襄阳玩了一周。

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看电影、第一次参
观科技馆、第一次去游乐园；震撼的古城墙、美
味的牛肉面、清澈的汉江，每每想起，激动不已。

这是一次难忘的内地之行，所见所闻
让我感受到了科技的无限魅力。从那时
起，我坚定了到内地上学的决心。

很快到了初三，日子里写满了奋斗，新
一批支教老师李竹颖也一直陪伴着我。

西藏的学生要学习藏语、汉语和英语
三门语言，而英语是我的短板。李老师刚
到西藏，就克服高原反应，不厌其烦地帮我
和同学们补习英语。

在她的指导下，我的英语成绩大幅提
升，顺利考上了合肥市第三十五中学，实现
了到内地上高中的愿望。

追随榜样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成为
他。今年，我考上了江苏师范大学思想政
治教育专业，希望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当
老师，带领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前不久，已在湖北文理学院工作的李
老师再次“襄”约，我特别高兴。六年过去
了，襄阳的一街一景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

大学时光开启了，我特别珍惜，全身心
投入学习，全方位锻炼自己，我要为未来建
设西藏积蓄更多力量。

“我想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
……”课余时、就寝前，同学们时常会合唱
一曲《再见》，回忆支教老师们的点点滴滴。

读三年级时，我第一次见到了支教老师
何博。我从小喜欢音乐，他正好教音乐，所以
一见面就感觉特别亲切，也很喜欢上他的课。

“何老师，我还从来没有唱过汉语歌，
您能教我吗？”“当然可以。”

《左手右手》《星辰大海》《歌唱祖
国》……何老师一边弹着吉他，一边教我们
唱歌。每一个音调，每一个发音，他总是不
厌其烦，反复讲解。

我学会了好几首汉语歌，回到家唱给
爸爸妈妈听，全家人都很高兴。

上课时，何老师是严厉的老师；下课
后，就是大哥哥，给我们讲他上大学时的各
种趣事……

儿童节快到了，学校要举办文艺汇演
活动，何老师跟我说：“你的普通话很好，可
以试一试主持人。”

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我鼓足勇气登
台。从那以后，我成为了一名小小的主持
人，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老师和同学
们都十分信任我。

离别那天，何老师和我们一起唱起《再
见》，大家都哭得稀里哗啦。

感谢何老师带给我自信，教我成长。
我也深深爱上了“格桑花”。

9月8日，当第十七批“格桑花”支教队
员进入学校时，我快速跑上去拥抱，虽然还
不认识，但内心充满期待。

姓名：洛桑扎西
时间：2014至2015年度
现状：拉萨市人民政府任职

小小辅导班让梦想启航
2018年9月，我上初二，“格桑花”老师

纪官升来琼结县中学支教。他的一次家访，
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家在加麻乡金珠村，交通状况不好，到
县城需要1个多小时车程。这是上学以来，
第一次有老师家访，紧张又兴奋，迫不及待地
打电话告诉爸爸妈妈。

9月24日，中秋节。上午9点，纪老师和
我从学校步行出发，翻山越岭走了7个小时
才到家。一路上，他教我唱歌，笑声在山谷里
回荡。

爸爸妈妈做了酥油茶和饭菜招待纪老
师，大家像朋友一样聊天。尽管语言沟通不
畅，但彼此的感情很真挚。

坐在院子里，纪老师给我看手机里的照
片和视频：耸立的高楼、辽阔的大海、美丽的
校园……

他鼓励我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走过高
高的山、长长的路，也能看到“手机里的世界”。

9月正是农忙的时候，纪老师放弃休息
时间，帮我家干农活，给我读小学的妹妹做风
筝。妹妹第一次放风筝，高兴地满村子跑。

短短两天的家访，让我坚定了考大学、走
出去的梦想。

从那以后，我刻苦学习，顺利考上了高
中。去年，又如愿以偿考上了华北电力大学
机械专业，成了村里第一个上工科的大学生。

今年国庆假期，我和纪老师如约在大学
校园相见，像多年的老友，有着说不完的话。

阿旺仁青老师，您好吗？我非常想念您！
之前，我因为成绩一般，在班上缺乏自

信。去年，阿旺老师来支教，在学校成立了第
一支鼓号队，同学们踊跃报名，我也想加入。

报名时，内心非常忐忑，怕被拒绝。没想
到，阿旺老师欣然接受了。列队的那一刻，我
内心无比激动，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社团。

阿旺老师很耐心，在课余时间一点点辅导
我。慢慢地，我的小号吹得越来越好，还被推荐
参加学校的表演活动，受到老师、同学们的表扬。

“原来，我也可以行。”加入鼓号队，我变
得自信起来。

交流中，我得知阿旺老师是西藏人，他考
上了大学，从西藏到内地，去过北京、深圳等
很多大城市，看到了不一样的世界。

“知识改变命运，只要你好好学习，一定
可以。”

今年夏天，在我的强烈要求下，爸妈带我去
四川旅游，第一次走出西藏，我看到了乐山大
佛、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原来，外面的世界
真的像阿旺老师手机里拍的一样，太精彩了。

我向阿旺老师分享了成都之行，阿旺老
师很开心。他告诉我，祖国的山河很美，还要
去看更多的地方。

一趟四川之旅，大大增长了我的见识。
我暗下决心，好好学习，像阿旺老师一样考上
大学，去更多的地方。

姓名：白玛康珠
时间：2015至2016年度
现状：中国移动西藏有限公司员工

考到老师工作的城市去

姓名：洛桑多吉
时间：2016至2017年度
现状：福州大学大四学生

一家四兄妹都爱“格桑花”

姓名：拉吉白玛
时间：2017至2018年度
现状：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大二学生

读着《平凡的世界》考上大学

姓名：格桑扎西
时间：2018至2019年度
现状：华北电力大学大二学生

看到了“手机里的世界”

姓名：阿旺旦增
时间：2019至2020年度
现状：中国民航大学大一学生

姓名：达瓦仓决
时间：2020至2021年度
现状：盐城师范学院大一学生

姓名：次央
时间：2020至2021年度
现状：江苏师范大学大一学生

姓名：旦增念扎
时间：2022至2023年度
现状：琼结县琼结镇完全小学五年级学生

姓名：班旦多吉
时间：2023至2024年度
现状：琼结县琼结镇完全小学四年级学生

“北斗班”上种下航空梦 听着广播找到人生目标 襄阳合肥徐州，追随榜样前行 唱好汉语歌 当上主持人 自信，从吹小号开始

（文字整理/图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雷
闯 汪璐 张宵祎 魏鹏 吴宇睿 赵怡然 褚
楠 王楚 陈映午）

扫码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