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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学校，有

这样一位教师，他跨越山海、远离家乡，

用知识与情怀浇灌边疆的教育沃土。

他，就是援疆教师、榆社县东汇中心校

教师韩海梁。他以一颗赤诚之心，在这

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书写着动人的教

育篇章。

韩海梁初到红旗农场学校时，就深

刻感受到这里教育环境的特殊性。学

校的学生们来自不同民族，知识基础和

学习习惯差异较大，教学资源相对有

限。这一现实激发

了他扎根边疆、奉献

教育的决心。韩海梁迅

速深入了解学情，针对学生

们的特点制定个性化教学方

案。在数学课堂上，韩海梁大

胆革新传统教学模式，将数学知识

与生活实际紧密相连，让抽象的数学

原理变得鲜活有趣。在讲解“比例与分

配”问题时，他以农场常见的灌溉用水

调配为案例，引导学生计算不同农作物

所需水量的分配比例；在几何图形教学

中，他把课堂搬到了户外，带领学生走

进农场，观察粮仓的圆柱结构、田地的

矩形边界、水渠的梯形剖面，让学生亲

手测量、绘制图形，用树枝在地上拼接

多边形，通过直观的观察和动手操作，

深刻理解几何图形的特征和性质。这

种生动新颖的教学方式，成功点燃了学

生们的学习热情，原本对数学“望而却

步”的学生，如今都踊跃参与课堂讨

论，积极分享自己的解题思路，课堂氛

围十分活跃。

作为一名教师，韩海梁深知教育不

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心灵的滋养。他

特别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和成长需

求，在课余时间经常与学生们谈心，了

解他们在生活和学习中遇到的困惑。

有一位名叫库兰的哈萨克族女孩，因家

庭变故情绪低落，成绩下滑严重。韩海

梁得知后，多次与她交流，耐心倾听她

的烦恼，给予鼓励和安慰。同时，他还

积极与女孩的家长沟通，帮助家庭建立

良好的教育氛围。在韩海梁的关怀下，

库兰逐渐走出阴霾，重拾学习信心，成

绩稳步提升。

在提升学校教学质量方面，韩海梁

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和经验，积极

组织校内教师开展教研活动，分享先进

的教学理念和方法。他牵头组建了数

学学科教研小组，定期组织教师进行集

体备课、教学研讨和听课评课。在他的

带动下，学校教师的教学水平得到显著

提高，数学学科的整体成绩在区域内的

排名逐步上升。

教学之余，韩海梁积极融入当地，

与师生和居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

利用周末和假期深入农场职工家中，

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和文化特色，还

主动参与农场组织的各项志愿服务活

动。他用自己的真诚和热情，赢得了

大家的尊重和喜爱，成为红旗农场学

校师生心目中的“好老师”、农场职工

眼中的“贴心人”。

韩海梁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援疆教

师的使命与担当，他如同一束光，照亮

了红旗农场学校学生们的求学之路，为

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也让援疆精神在这片土地上熠熠

生辉。

——记兵团第六师红旗农场援疆教师韩海梁

丹心育桃李丹心育桃李 边疆绽芳华边疆绽芳华

在晋中市第五批援疆队伍中，有一

个家庭团队：赵国峰、路璐夫妻和他们6

岁的儿子。援疆路上，留下了赵国峰一

家三口无数温暖而坚定的足迹，他们的

故事，如同戈壁滩上的胡杨，坚韧而充

满希望。

2023年夏天，赵国峰的援疆申请获

批。面对母亲的白发与儿子稚嫩的脸

庞，这份离别多了几分不舍。然而，赵

国峰深知边疆需要更多建设者，妻子路

璐也坚定地支持：“胡杨生而千年，总要

有人去浇灌沙漠。我和孩子陪你一起

去！”次年正月，怀揣着全家援疆的心

愿，赵国峰一家三口毅然踏上西行之

路。儿子趴在舷窗边凝视白云，路璐望

着渐远的汾河水，在日记

本 上 写 下 ：

“教育者的根，当扎在需要光的地方。”

这一刻，他们与边疆的故事正式开启。

来到红旗农场，赵国峰担任红旗农

场党建办副主任、六连党总支第一书

记，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投入工

作。他十分注重学习和实践，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积极撰

写纪检监察工作调研报告，不断提升理

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在工作中，他认真

做好衔接，深入了解农场纪检监察工作

现状，梳理问题线索，为工作开展奠定

基础；全力督促巡察整改，确保问题按

时销号；积极开展案件查办，严肃查处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走进田

间地头，谋划连队发展蓝图，关注职工

群众利益，确保粮食安全。此外，作为

援疆工作队监审小组组长，赵国峰认真

抓好干部人才监督，组织学习教育活

动，促进两地交流交融。

与此同时，路璐在工

作岗位上同样发光发热。

她作为左权第二中学

校的一名教师，到红旗农

场后承担起英语教学工作，

全身心地投入到文化交融

与知识传递之中。初春的清晨，

霜还未化尽，她就已经开始为不

同基础的学生精心准备分层教案，

将哈萨克文化深度融入英语教学

中。为了更好地与学生沟通，她主动学

习哈萨克族日常用语，课间和学生们一

起跳黑走马，节日时走访学生家庭。在

她的课堂上，黑板上贴满手绘的“草原

单词卡”，枯燥的语法变成朗朗上口的

顺口溜，单词记忆化作趣味十足的闯关

游戏。学生们的英语课本上画满“单词

过关小标记”，课堂充满欢声笑语。她

用爱与智慧，点亮了孩子们眼中求知的

光，收获了学生们满满的爱。她的抽屉

里珍藏着学生们送的礼物：毕业典礼贺

卡、胡杨木书签、无花果和奶疙瘩……

每一份礼物，都是师生情谊的见证。

他们6岁的儿子也在茁壮成长，曾

经内向的城市男孩，如今能用简单的哈

萨克语和同学交流，成了班里的“小翻

译”，还结识了各民族的好朋友，被大家

称为“最小的援疆干部”。在与牧区孩

子追逐的身影里，在与同学分享糖果的

笑容中，他展现出了比天山雪水更纯净

的希望。

赵国峰一家在红旗农场留下的，是

知识的火种、发展的希望，更是跨越地

域与民族的深厚情谊。他们知道，在边

疆日益发展的土地上、在无数个被点亮

心灯的学生心中，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援疆精神，让爱与责任在边疆绽放出

最美的花朵。

跨越三千里的爱与坚守跨越三千里的爱与坚守
——赵国峰一家三口的援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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