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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改改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韩嫣然

近日，2023以体树人教育研讨会暨第四
届蔡崇信“以体树人校长年度盛典”在杭州举
行，10位在体教融合、传播体育精神方面做
出不俗成绩的校长入选第四届蔡崇信“以体
树人校长计划”。据介绍，该活动由中国教育
发展基金会支持、蔡崇信公益基金会主办。
此次入选的10位校长中有4位为女性，她们
或是乡镇学校校长，或为乡村教育四处奔
走。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走近这4位女校
长，聆听她们的育人故事。

徐影琦：带领孩子走出扎兰屯，走
向更广阔天地

尽管学校距离火车道只有10米远，可学
校2/3的孩子却没有坐过火车。

说起学校的孩子们，徐影琦的言语中总
是充满了心疼和怜爱。2013年，她开始担任
内蒙古扎兰屯市道东小学的校长。学校现有
学生229名，困境儿童占六成，留守、单亲、重
组家庭的儿童较多。怎么才能帮助孩子“逆
天改命”？她选择从体育入手。

在“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土操场
上如何开展足球工作？出生在山东，生活在
内蒙古的徐校长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劲
儿，她不等不靠，想尽各种办法给孩子们寻出
路。

没有专业的足球老师，她让学校的体育
老师在网络上自学相关知识，现学现卖；没有
资金，她就到爱心企业里去“化缘”，让孩子们
有比赛服装穿……“困难是弹簧，你强它就
弱。”徐影琦铿锵有力地说。

从此以后，早上自由练、中午集中练，成
为道东小学学生的日常。技术渐
佳的孩子们，借由足球，开始走出
校门，去看外面的世界。

一套训练服、一张火车票、
一次带孩子们外出比赛
与异地打工的父母短暂
相聚……体育，给孩子
们带来了太多之前不敢
想的欢喜。

2023 年第二届追
风联赛全国总决赛上，
女足队收获了建队以来
的最好成绩——全国季
军！奖杯越来越多，孩
子们的自信心也越来越
足。

曾有班主任向徐影
琦反映，一个孩子加入
了足球队后，成绩慢慢
提上来了。“后来，我才
知道，孩子从体育中
找到自信，并把这份
自信转移到学习中。
这是体育给予孩子们
的一份力量。”徐影
琦颇有感触地说。

为了消除部分
家长的顾虑，每次
外出比赛时，徐
影琦都会带上
文化课老师，
在比赛之余给
孩子们补习

功课，保证孩子们的学习进度。
“体育，让孩子的人生拥有了更多可能

性。”徐影琦满怀憧憬地说，“我最重要的目标
就是带领从未坐过火车的孩子走出扎兰屯，
走出呼伦贝尔，走出内蒙古，甚至走向世界！”

阮旖：学校应是“运动乐园、体育
公园、健康学园”

上海体育大学附属金山亭林中学
是一所远郊乡镇高中，在区位和生源
劣势情况下，校长阮旖将体育作为特
色化办学支点，为学校的整体发展打
开了局面。

“新局面的打开，无非做到了两
点：一是坚持学校的体育特色传统。
二是践行‘大体育’概念，系统设计和

架构了体育与科学、体育与
生活、体育与劳动、体育与美
育等课程。”谈及“以体树
人”，阮旖好像有说不完的
话。

亭林中学有两个体育特
色的创新实验室：一个是体育与健康
创新实验室，做体育健康、体育心理方
面的小研究，包括运动损伤的防护，运
动与营养、运动与心理等方面；另一个
是体育融媒体的创新实验室，包含播
音、主持、编辑等内容。

当上海体育大学的校领导得知一
所无少体校背景的普通高中竟如此重
视体育时，内心既诧异又兴奋。两所
学校一拍即合，上海体育大学附属金
山亭林中学挂牌成立。此后，每周三
下午，上体大的教师团队来校给高一

学生上两节大学先修课。亭林中
学体育课程的深度、广度和高度，

有了突破性进展。
都说高中是学业最繁重的

阶段，把宝贵的时间分给体育，
家长、学生愿意吗？“学习不
能只看时间，还要靠效率。”
阮旖举例说，“有同学做题没
思路时，常常因为活动了身
体，解题思路反倒打开
了。”

亭林中学开设了 20
多个师生体育社团，将陆
地冰壶项目打造成全员参

与的品牌运动，每年举办3次运动会。通过
“一班一品”策略，学校将体育与艺术、班级文
化建设深度结合。

是校园也是公园。学校将不规则的校园
空间科学合理规划，不同地形环境与特色运
动项目场地融为一体，设置了攀岩区、秋千
区、陆地冰壶体验区等。校内还备有方便学
生取用的共享运动器材箱。

这套可复制的体育模式让校园日日有活
动，周周有比赛，同学们人人有热情，个个有
活力。

“很多专家到我们学校来，说我们学校的
师生都笑得很开心，这是我最骄傲的一件
事。”阮旖同样笑容灿烂地说道。

李雪菲：培养身体健康、心理阳光
的孩子

“我们把每个年级学业成绩与当年运动
会成绩排名前两位的班级进行了对比，重合
度高达80%。”李雪菲是云南省昆明市盘龙
区金康园小学的校长，校内数据显示，早在十
年前她就发现了这样一个“神奇”的现象。

李雪菲是一名数学老师，她40岁之前几
乎没有运动的习惯。对“以体树人”的改观，
来自于她作为母亲的经历。

“我女儿在儿童时期缺乏运动习惯的培
养，导致其体质不够强壮，面对高考就缺乏足
够的承压能力。”这段经历成为她下决心改变
学校教育教学方向的一个契机。

担任校长初期，李雪菲就把好身体作为
“三好学生”评价新维度之一。2015年，她大
胆进行课程建设改革，在不增加学生在校时
长的前提下，创新性地将每节课由40分钟缩
短至35分钟，保障全校每天一节体育课。她
视学校老师为“教育合伙人”，携手为学生建
立集体育学科、课程、活动、社团、竞技、文化、
健康为一体的“以体育人”有机链。进而更加
关注学生心理健康，2020年末在云南省首家
引进专业驻校社工，创新性探索“1234+N”
嵌入式心理健康社会工作服务新模式。

为把这种新模式传播到更多乡镇中学，
金康园小学党政主要领导先后为红河、丽江、
保山等多个地区的校长、中层干部、教师开展
培训讲座30余场，选派7名优秀党、团员教
师赴怒江、东川等地参加支教，带领党、团员
教师前往富民县、禄劝县送培送教20余次。
与区内外十余所乡村学校结成帮扶关系，作
为领衔学校与区内双龙小学等5所小学组成

“成长共同体”，担负起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的新使命。

“孩子们拼的不只是现在的学习成绩，而
是他们十年、二十年后，乃至一生的身体素质
和精神品质，这是我作为母亲及教育人更长
久的期待。”深耕教育17载，李雪菲带领金康
园小学迅速发展成全省新生代名校并迈进集
团化办学新阶段。未来，她希望这颗“以体育

人”的种子能在越来越多的孩子心中播种下
去。

王俊莉：从教体育38年，游戏让学
生全面成长

在结束一天密集的会议行程后，记者得
到机会采访王俊莉校长已是晚上11点，在担
心她是否还有足够的精力接受采访时，她却
欣然表示：“当然可以，我现在非常兴奋！”充
满活力、直率爽朗，是王俊莉校长的特点。

2012年，王俊莉通过岗位竞聘来到甘肃
省兰州市七里河小学任校长。作为体育特级
教师，她身体力行提师资、促发展。学校以学
生体育核心素养的达成为学科指向，以“以体
聚心、以体树人、以体铸魂、以体合力”为实施
路径，推动学校发展，连续11年荣获市区两
级教育质量优秀奖。

2020年11月，王俊莉校长所在的七里
河区开始全面推行集团化办学，七里河小学
作为百年老校，带领四所薄弱校和一所农村
中心校共同发展。

七里河区王官营中心校由五所乡村小学
组成。“传统的乡村教育模式很难满足农村孩
子的体育教学需求。我们创新实施管理、资
源、教学、教师、评价五个融合和管理制度、资
源使用等七个统一，助力乡村教育的发展。”
王俊莉校长表示。

她擅长将游戏融入课程设计，鼓励教师
都动起来，带动学生一同掀起“运动旋风”。
在王官营中心校废弃的希望小学原校址上，
王俊莉带领团队建立了七里河小学教育集团
科技探索实践基地。课程依托小学科学教材
内容，设置射箭、钻木取火、滚铁环等8项传
统游戏专题项目。

通过游戏化设计课程，增强了孩子们的
耐力、体力。“希望通过我们的课程，每一个孩
子都能掌握一到两项伴随他一生的运动项
目。也希望体育成为激励孩子发展的一个撬
动点，带动他们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用体
育来点燃孩子未来。”王俊莉校长表示。

——记第四届蔡崇信“以体树人校长计划”入选女校长风采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黄威

隆冬时节，寒意正浓。田野间
万物萧瑟，甘肃省定西市漳县盐井
镇果蔬大棚内却绿意盎然、一派繁
忙景象。挂满枝头的番茄圆润饱
满，工人们正忙碌着打杈、采摘、分
拣、装盒；一根根鲜嫩的黄瓜挂满瓜
秧，长势喜人……

“品质好、价格好，最近我们可
忙了。”正在大棚里劳作的盐井镇杜
家庄村村民白云风说，以前漳县纵
有发展蔬菜产业优势，但菜价因难
以形成规模优势只能随行就市，没
有定价话语权。

改变，始于全国妇联的定点帮
扶。

坚持做大做强蔬菜产业

近年来，漳县依托资源优势和
蔬菜产业发展基础，把发展蔬菜产
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抓手，坚持
做大做强蔬菜产业，全力培育高原
夏菜，打造绿色蔬菜基地大县，大力
发展适销对路的新特品种，确保种
得好、销得好、效益好。

2022年，经由全国妇联妇女发
展部多次调研、协调与沟通，甘肃省
漳县与山东省寿光市两地党委政府
积极对接，由漳县农业农村局和寿
光市瀚光蔬菜专业合作社共同出资
在杜家庄村建设现代设施农业产业
园。同时，双方出资成立漳水润农
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承建产业
园并负责种植运营，探索蔬菜种植
新模式，并常年吸纳附近村民到园
区务工。

据了解，该产业园依托漳县独
特的高原气候和地理条件，通过复
制山东寿光农业模式，以发展高端
口感类高原夏菜为支柱产业，并围
绕漳县全域旅游，打造出集种植、观
光、研学、采摘、农产品加工中心、冷
链仓储物流中心等多种功能于一体
的现代设施农业产业园。

“产业园一期工程占地270亩，
总投资2500万元，规划建设冬暖式
大棚10个，高端保暖大型拱棚23
个，目前已全部投入生产，主要种植
口感西红柿、密刺黄瓜、辣椒、甜瓜
等种类，供应定西及周边市县的蔬
菜市场。”寿光市圣城街道北夏村支
部书记、漳水润农农业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董事长刘玉江介绍，截至目
前，园区已带动杜家庄及周边村社
劳动力90余人常年就业，人均年增
收3万元左右。采摘旺盛期务工群
众达 380余人，人均月工资 3000
元，群众增收效果明显。

计划种菜 种品牌菜

“在寿光种一茬菜需要一年时
间，在漳县只需要4个月。这里的
土壤肥沃且带有碱性，非常适合蔬
菜生长；光照时间长，养分充足，光
合作用也强，日照时长每天比寿光
多出一个半小时；昼夜温差大，夏季
高温，温差调节作用强……”刘玉江
讲起漳县种植蔬菜的优势，滔滔不
绝。

“过去漳县没有精品蔬菜，打不出品牌，也卖不上高
价。做精品菜的好处是价格稳定、收益高，又能打出蔬菜
品牌。”讲起精品蔬菜种植，刘玉江又说，“经过多次培训，
漳县农民已掌握了水肥一体化种菜技术，种植观念也有
所改变，以往每年啥菜价格好，第二年就一窝蜂地种的习
惯改变了，现在他们已经学会了计划种菜，种品牌菜。”

“今年我们的黄瓜，一公斤预计能卖到12元。”刘玉
江满怀信心地说。通过大面积推广种植，产量大幅提升
后可以直接装车运往西安、广州等城市的大型超市，不但
能卖上好价格，销路也更稳定。

技术培训促农增收

为了进一步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产业园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通过统一大棚投入、统一
种苗分配、统一水肥供应、统一质保服务、统一品牌销售、
统一互联网宣传等模式，由园区提供大棚、生产资料、质
保服务、技术指导、市场营销，种植户负责种植的方式，开
展蔬菜种植，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产业园建成这么多大棚，为我们老百姓带来了创业
致富的好机会，现在不用出村就能打工挣钱了，我要积极
参加产业园的种植技术培训，然后租个大棚种植黄瓜，发
展蔬菜产业。”漳县盐井镇杜家庄村村民杜爱平说。

2023年以来，全国妇联邀请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
校、山东农业干部学院农技专家赴漳县开展科技下乡5
期，培训漳县基层干部、农业技术人员、家庭农场和合作
社负责人等500人次，提升他们服务“三农”、助力乡村
振兴的能力。

漳县妇联积极和寿光市妇联对接，争取全国妇联项目资
金支持，先后两次邀请到寿光市蔬菜种植女能手在漳县现代
设施农业产业园举办种植技术培训班，对漳县妇女进行现场
教学，分享寿光蔬菜种植经验。通过交流培训，不仅为两地妇
女们搭建了一个资源共享、展示示范、相互学习的平台，也激
发了群众内生动力，把好经验、好方法应用到实际种植当中，
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素养的提升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推动力，成为蔬菜
产业“加速度”“她速度”的提升器！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漳县将在全国
妇联的帮扶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切实做好‘土特产’
文章，多方培育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夯实乡村振兴基
础。”漳县县委书记张岸林表示，未来将结合县情实际，
紧抓发展机遇，全力抓实招商引资、特色产业、生态环
境等“十大支撑”重点任务，不断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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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俏俏 文/摄

近日，由主播苗人三蛮自主筹办的“村
晚”活动在其老家湖南省凤凰县腊尔山镇举
办。此次“我在家乡‘蛮’好的”主题“村晚”像
一场苗族大家庭的聚会，来自腊尔山镇多个
村寨的70余名村民带来了苗鼓、苗歌、苗服
等演出，苗族风俗文化通过直播间被780万
网友看到。

“苗族盛装农具秀”是海选出来的节目之
一。“非常感谢苗人三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展
示的舞台，让现场甚至全国网友通过直播间看
到我们的演出。”参与走秀的一位宝妈表示，她
和队友已经为这场演出准备了近一个月。

看到现场村民演得热闹、玩得开心，苗人
三蛮觉得他们举办“村晚”的目的达到了：“我
们想为支持我们的老乡办一场大聚会，也希
望腊尔山的美景和苗族的风俗通过直播被更
多人看到。”

继“村BA”“村超”之后，“村晚”成了又一
个展现乡村精神文化生活的盛事。近年来，
越来越多才艺主播自发在家乡筹备“村晚”演
出。数据显示，2022年12月至2023年12月
期间，约5000场“村晚”主题直播在某直播平
台上演出，累计观看人数达2297万，相当于
平均每天有13场“村晚”直播，场均观众超
4500人。

村里的晚会年味浓

▲ 为了活跃现场气氛，主播在“村晚”上设置了问答环
节，准备了糍粑、活鸭等农产品作为礼物。图为村民展示自
己参与答题获得的腊鱼肉。

▲ 来自两林乡代高村的约20位妇女、儿童和老年人身穿苗族
盛装或素服，有人扛着锄头，有人拎着鱼篓，还有人拿着捉泥鳅的工
具，神采奕奕、步伐自信，被直播间网友戏称“像是在走国际T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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