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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林若野）教师节来临之际，从教 15年
的闽侯县剪纸传承人吴美琴为同行
们送上了一幅长约5米的“感恩教师”
主题剪纸长卷——《谢师赋》。

翻开《谢师赋》，先看到的是提
倡“有教无类”思想的至圣先师孔
子。而后，长卷展示了理学宗师朱
熹在文庙讲学的场景。朱熹一生热
心教育事业，无论在教育思想还是
在教育实践上，都取得了重大成
就。从孔子到朱熹，长卷展现了在
一代代优秀老师指引下，华夏教育
思想传承不灭。

长卷还将侯官文化的代表元素、
曾经培养一代代英才的鳌峰书院

“剪”入其中，这座书院创建于清代康
熙末年，以弘扬程朱理学为宗旨，定
期从全省择优录取秀才，聘各方名士
讲学，很受朝廷重视。历史上，鳌峰

书院人才辈出，知名学子就有林则
徐、梁章钜、杨庆琛、陈若霖、陈化成、
张际亮、蓝鼎元等。

此外，长卷也积极融入时代楷
模、最美乡村教师张桂梅的形象，并
在结尾引用唐代白居易的诗句“绿野
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
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表达
对教师的赞美。

《谢师赋》从酝酿到完工，历时 2
个月，吴美琴从今年暑假就开始构
思、设计、画稿，到9月才动手创作，在
教师节前夕完成了这幅作品。她表
示，希望通过这幅作品传承好侯官文
化，并进一步弘扬尊师重教传统美
德，促使更多人感恩教师，在全社会
形成浓厚的尊师重教风尚，让“教师”
这个神圣的职业更具吸引力和成长
预期，鼓励更多优秀青年来壮大教师
队伍。

山海虽远，闽宁情长。日前，闽
侯县又一批支教老师接过闽宁对口
协作的接力棒，来到宁夏固原市隆
德县。他们站上海拔2000余米的高
原讲台，为这里的孩子播撒知识的
种子。

闽侯县第12批赴宁夏支教教师
队伍一行共6人，分别是任教于隆德
县第三小学的肖金芳、林玉婵、林洁
梅、冯秀金、冯涛，以及任教于隆德
县第二小学的张幼珍。

到宁夏地区支教的梦想，很早
就在祥谦中心小学教师林洁梅的心
中生根发芽。“以前，我看到过一篇
大学生到宁夏支教的新闻，支教的
种子就埋在了我的心底。今年，我
终于踏上这片土地，圆了我多年的
教育梦。”林洁梅的话语中，满是感
慨与喜悦。

初到隆德，孩子们纯真的笑脸
和同事们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林洁
梅迅速找到归属感。“第一次走进教
室的时候，孩子们主动牵起我的手，
把我带到讲台上，当时心里涌起了
难以言喻的温暖。同一个办公室的
老师还往我的办公桌上放小零食、
水果，这一切让我感觉就像在原来
就职的学校。”林洁梅说。

隆德县海拔在 1700 米至 3000
米之间，这对于长期生活在平原地
区的闽侯教师们而言，无疑是个巨
大的挑战。

部分教师出现胸口闷痛、失眠

觉浅等轻微高原反应。除此之外，
生活上也存在不适应，主要体现在
南北饮食习惯差异大，以及受方言
影响，语言交流不顺畅等方面。

“当前，我们正积极调整作息与
生活习惯，尽快消除高反及饮食上
的不适应。在语言交流方面，隆德
师生不仅帮忙‘翻译’，还主动避免
使用方言、特意放慢语速。我们闲
暇时也会和当地的老师请教，学习
方言。”闽侯青口沪屿小学副校长林
玉婵告诉记者，相信通过双方的共
同努力与适应，很快便能建立起顺
畅的沟通桥梁。

与其他教师不同，来自上街厚
美小学的数学老师冯涛与隆德是二

次结缘。2018年，冯涛代表闽侯县
到固原市参加“李宁·红双喜杯”
2018 年中国乒乓球协会会员联赛
（固原站），取得了男单第三名的好
成绩。在隆德交流期间，冯涛结识
了很多热爱乒乓球的当地朋友，他
们的热情与真诚都让冯涛念念不
忘。从那时起，冯涛就期待着再次
与隆德相遇。

“我家孩子今年刚好高三，家里
人希望我留在家里。但我不确定以
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支教机会，最
终说服了家人。”冯涛表示，希望能
够用一年的时间，为高原孩子的成
长带来帮助。他将此次支教之行称
为“终生难忘的旅程”。

如今，冯涛除了完成学校布置
的正常教学工作外，还担任乒乓球
社团指导。他很快就与当地师生、
乒乓球爱好者打成一片，还有许多
球友邀请他周末参加当地的全民
健身活动。他计划在完成学校教
学任务后，能够帮助对乒乓球感兴
趣的师生提升技能。“如果我们能
够点亮一个孩子，那么他就有可能
改变一个家庭；如果我们点亮一群
孩子，就有可能改变他们的家乡。”
冯涛说。

师以匠心弦歌不辍，赓续初心
立德树人。在宁夏隆德，一批批闽
籍支教老师用爱心和智慧浇灌希望
的花朵，不断续写山海相连的故事。

丹心育桃李 高原吐芬芳
——记闽侯县闽宁协作对口支援教师

本报记者 谭湘竹 通讯员 陈秋霞

5米剪纸长卷献园丁

昨天是第 40个教师节，广大在
榕教师队伍中，有这样一群台湾教
师，他们跨海而来，躬耕三尺讲台，
分享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与大陆
教师共同成长。

在大陆任教有什么特别收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收获是学
生斩获新知的喜悦，是农民朴实的
笑脸，是企业的稳定生产，是一次次
创新的突破，更是融入大陆、播种友
谊带来的幸福感。

目前，在榕任教的台湾教师达
290余人，他们从台湾到福州，从福
州走向全国，留下一串串脚印。循
着他们的足迹，我们看到了台湾教
师在大陆任教的无限可能。

为祖国培养人才
从无到有创建新学科
吕英志是福建理工大学的一名

台湾教师，今年是他在大陆任教的
第14个年头。

2009 年，我省正在进行大规模
交通建设，急需一批交通运输方面
的师资人才。时任福建工程学院
（2023年更名为福建理工大学）人事
处处长的余明教授到台湾进行学科
建设调研，当时在台湾大学担任博
士后研究员的吕英志负责接待，一
次短暂的访学，让两人成了好友。

2011 年，余明邀请吕英志到福
建工程学院，协助设立交通运输专
业。“不然试试看？”抱着这样的心
态，吕英志踏上一段新的旅途。

“刚到福州时，我没有可借助的
力量，学校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吕
英志说，他还记得，那时候凭着一纸
公文，校领导带着他们往外冲，才有
了更多的合作机会，专业建设逐渐
步入正轨：2011年，福建工程学院成
立了交通运输系；2012 年交通运输
专业正式招生；2014年，福建工程学
院就获批全省首个交通运输工程一
级学科招研究生。

短短五六年，交通运输专业从
无到有，一跃成为省交通运输领域
里的领军学科。吕英志也成为学校
交通运输学院交通运输研究所所
长，还被聘为福建省住建厅首批智
慧城市建设与管理技术专家。

从零开始，何其不易，福州职业
技术学院的台湾教师李锦雄最有体
会。

2018 年，刚刚入职的李锦雄接
到一个重要任务，协助学校创建飞
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面对一张白
纸的学科规划，没有师资、没有设
备、没有资料，怎么办？

想扎根就要先拓荒。李锦雄走
访了长沙、广州等地航空院校，学习
借鉴其课程体系，到厦门、福州等地

的航空公司对接人才培养方案，置办
起落架、航空发动机、航电模拟系统
等器材设备，筹建航空实训基地……

2019 年招生时，飞机维修专业
只有70名学生报到。随着学科配置
不断完善，李锦雄担任专业带头人，
吸纳了5位专业老师加入教学团队，
招生也从一个班扩展到两个班，学
生人数也翻了好几番。

入职至今，李锦雄已获得五项
实用新型专利，一项发明专利正在
实审中。他也时常带领年轻老师和
学生参加各类职业技能和创新创业
大赛，共获得27个奖项。

记者问起吕英志和李锦雄如何
看待自己当时来到大陆的决定时，
他们都说“这是最好的选择”，这份
小确幸不仅源于“从无到有”的喜
悦，更源于在更大的舞台上施展才
干的成就感。

为农民解难题
躬身田野开“药方”

“去年中药治螨效果不错，场里
的蜜蜂大都存活下来了，今年收成
不错，我打算寄几罐蜂蜜给谢老师
尝尝！”东林蜂场负责人祝东林的喜
悦溢于言表。

祝东林口中的谢老师，是福建
技术师范学院的台湾教师谢东佑。

2019 年，谢东佑在武夷山做田
野调研，到东林养蜂场了解蜜蜂养
殖情况。一见专家上门，祝东林忍
不住诉起苦来——每年初秋，蜂场
的蜜蜂总会成群死亡或逃离，幼蜂
会出现发育不健全的情况。

谢东佑发现，蜜蜂体外附着很
多寄生虫，少则一只、多则数只。螨
害已经到了比较严重的程度，要彻
底断根，得下一番功夫。

“这个是针对蜂螨所做的中草
药，与饲喂糖水同期进行，治疗效果
最好。”很快，谢东佑就带着“良方”
再次登门，并就选育良种、培育蜂
王、提高蜂蜜纯度和产量等提出了
许多建议。

蜂螨问题得以有效控制，祝东
林的甜蜜事业再也没有停滞期，一
年四季产蜜不断。

“如何拓宽农产品销路”是当下
农民关注的另一问题。台湾教授陈
正强博士在福建和广东高校服务，
跨地域的课堂，让他的脚步从福州
走到了大湾区，也有机会回故乡寻
根谒祖。

在广东梅州，一颗颗圆润饱满
的金柚，是当地农民的致富果。然
而，由于台风多发，果农们不得不把
辛苦种植一年的金柚成堆丢弃在路
边和河边。

“以往，拉一车柚子到市场上，光
运费就要500元！品相差的柚子卖不
了两个钱，一来一回，我们还得往里
头贴钱。”果农陈正强算了一本账。

原来，梅州金柚一直面临运输保
鲜困难的问题，夏季持续大量降水会
造成柚子“发育不良”，卖相也不好。
柚农必须和老天抢时间，迅速完成采
摘，不然果子就会烂在田里。

陈正强团队研究的“植物蛋白”
是一种天然活性生物抑菌技术产
品，可以减缓食物变质，让梅州柚子

在不添加化学防腐剂的情况下保鲜
好几个月。

那些口感稍差、卖相一般的柚
子也有“出路”：细胞层可生产精油、
纯露，柚皮用于生产休闲食品、提取
果胶，柚肉加工成饮料、食品，柚核
可提取优质柠檬苦素药食同源产
品，真正实现一个柚子“吃干榨尽”。

如今，陈正强也有一本新账：未
加工金柚的收购价是每公斤3元，加
工后售价在每公斤16元以上。也就
是说，通过综合深加工提取，柚子产
品可应用在食品工业、医疗等领域，
实现身价翻倍。

如果说给蜜蜂治病是“锦上添
花”，那么为果农拓宽销路便是“雪
中送炭”，这正是教授们乐此不疲奔
走在乡野的初衷。

给企业保驾护航
从实验室走到生产线
有人在田间开良方，有人在企

业解难题。
在长源纺织有限公司，许炳铨

拿着最新的实验结果，调好机械参
数，一键启动机械。只见一朵朵棉
花经过清花、梳棉、并条、粗纱、细纱
等多道工序，被加工成均匀纱线，在
纺纱机上下翻飞，绕成一锭锭筒子
纱产品。

这一画面并不是企业的技术人
员在测试产品。许炳铨是闽江学院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的副教授，课
余时间，他常到长源纺织“报到”，用
实验室里严谨的数据保障企业生产
优质纱线。

在纺织企业，纱线的质量很大
程度上取决于原材料棉花的质量，
而不同时期采摘的棉花含水量、柔
韧性不同，如果用同一套技术参数
生产纱线，就容易出现粗细不均的
产品。

2020 年，长源纺织找到了许炳
铨，希望他能帮忙做棉花检测，提升
纱线品质。许炳铨一口答应下来。
原来，在生产车间，一次测试需要投
入近百公斤棉花，而在实验室，只要
从不同批次的棉花中取一两公斤进
行测试，查看棉花属性，然后调试相
应机械参数，就能适应生产工序，生
产出高品质纱线。

“实验允许失败、试错，但企业
经营者经不起折腾。”许炳铨说，每
当企业有需求，一个电话、一条微
信，许炳铨和团队就会立即行动，探
讨解决技术、工艺难点。

同样与企业“牵手成功”的，还
有福州大学的台湾教授王量弘，他
率领福州大学与福建省立医院联合
成立的研究团队，自主研发个性化
远程心电监护垂直解决方案，将智
能诊疗与民生科技相结合，提出整
套可携式心电监护制“心电+”系
统。今年，团队的科研成果第六代

“心电+”将申请医疗器械认证。
王量弘认为，医学创新来自患

者的需求。“心电监测的最佳时间，
是患者突然出现心悸、胸闷，心律刚
失常的时候。”王量弘说，如果患者
在感到不适的时候，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就能很大程度上避免意外的
发生。

第六代“心电+”是两端服务：一
方面，患者可以在平台上查看每日
健康数据、获取健康指导，逐步改善
自己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医院可
以利用医疗健康大数据，为患者提
供更高效精准的病情指导和治疗方
案。

“产品一旦成熟，将对心血管疾
病患者治疗具有十分重要的临床意
义。”在王量弘看来，这才是校企“牵
手”最富意义的成果。

为两岸搭桥梁
能当“导游”乐做“摆渡人”

从海滨到山区，从城市到乡村，
台湾教师们见证了大陆日新月异的
发展、生机勃勃的景象，怎么让更多
人看见大陆？不少台湾教师从观光
客、外乡人的角色，逐步转变为融入

者和讲述者，更成为促进两岸民间
交流的实践者。

今年暑假，台湾教师陈昭志带
领 10 名大学生结束首届“科学·科
技·科创”夏令营暨第五期“连江·连
海·连两岸”活动。还来不及歇口
气，他就忙着筹划下一步的重要举
措：对接马祖与连江的小学，整合两
岸的教育资源。

去年开始，陈昭志会定期前往
连江县实验小学可门港分校开展实
践教学活动。学校离海不远，每次
路过海边，他总是想：连江与马祖一
水相连，为什么不能让这片海成为
连接两地教育的纽带？

这个想法，在他心中逐渐生根
发芽。今年 3 月，由陈昭志牵头的
《连江·连海·连两岸——闽台“校·
家·社·馆”文教协同育人新范式》项
目成功获得教育部中心案例库立
项。自2023年起，“连江·连海·连两
岸”系列活动共5次走进连江县实验
小学可门港分校，70人次台湾师生
到该校交流、学习。

“随着福马‘同城生活圈’的推
进，这片海不再是阻隔，而是连接。”
陈昭志表示，“连江·连海·连两岸”
活动中的两岸文化相关课程将跨越
海峡的阻隔，增进营员对闽台家园
的了解，为促进两岸文教融合发展
开辟渠道。

在这条连接两岸的道路上，陈
昭志并不孤单。与他一样，简佑霖
作为一名联考培训机构的数学老
师，正为越来越多有志于在大陆求
学的台湾学子“引路”。

在简佑霖看来，大陆广阔的市
场和丰富的教育资源吸引台生。他
不仅帮助台湾学子了解大陆高校的
招生政策，还指导他们如何准备联
考，为他们提供学习和生活上的建
议。对比当年自己参加“港澳台侨
联考”，简佑霖感慨，如今“登陆”求
学的台湾学子越来越多，福建高校
对台湾学生的招生政策也更加完善
和灵活。在简佑霖的帮助下，许多
台湾学生成功迈出了在大陆求学的
第一步，开启全新生活。

投身乡村支教的陈昭志，为台
湾学子在大陆求学提供指导的简佑
霖……这些台湾教师的努力，不仅
促进了两岸教育的交流，也积极参
与大陆的社会建设，真正成为连接
两岸友谊的桥梁。

▲▲林玉蝉为学生答疑林玉蝉为学生答疑。。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学生欢迎远道而来的林学生欢迎远道而来的林
洁梅洁梅。（。（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剪纸（局部）融入鳌峰书院元素。通讯员 林若野摄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台湾教师谢东佑在校园实践基地指导学生观察植物根茎台湾教师谢东佑在校园实践基地指导学生观察植物根茎。（。（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