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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日 报 讯（记
者 罗俊 通讯员 杨

海龙）5 月 14日，2025年

邵阳市老龄委第一次全

体会议和养老服务工作

电视电话会议召开。副

市长晏丽君主持并讲话。

会议指出，养老服

务改革发展、专项整治

和老龄工作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要深刻领悟

老龄工作新内涵，全面

把握老龄事业新格局，

敏锐洞察老龄社会新挑

战，深刻把握老龄工作

的时代方位，凝聚与时

代要求相适应的思想认

知。要立足长远目标，

全 面 完 善 政 策 保 障 体

系，实现“老有所依、老

有所养、老有所乐”的

目标。

晏丽君指出，要坚

持 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老 龄 工 作 重 要 论 述

精神为根本遵循，持续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

动我市“银龄行动”拓面升级、提质增效。

要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推进养老服务可

感可及，扩大有效供给，满足养老服务多

元需求。要开展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

治，做好守护“夕阳红”民心工程，全力维

护老年群体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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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想敢做的向先华在老园艺场建

起占地 6000 多平方米的猪舍，并不辞

辛苦在老园艺场广种红薯、萝卜、南瓜

等饲料，最多一年出栏高品质生猪上

万头。在长期聘请 12 名村民帮助养猪

的同时，向先华利用自己的销售网络，

发 动 周 边 村 寨 村 民 积 极 参 与 散 户 养

殖，带动红岩镇的生猪年出栏量超过

1.5 万头。

2012 年，大学毕业的向佳麟听从父

亲召唤，放弃省城长沙的工作毅然投身

家乡建设。

从 2009 年到 2020 年，向先华父子饱

受猪肉市场大起大落的煎熬。2021 年，

向佳麟说服父亲，在老园艺场开辟 13

公顷桑园，走上了“生猪养殖与桑蚕种

养科学循环”的道路：猪舍有机肥处理

中心将养殖污染转化为生态肥料滋润

桑园，桑树长势格外喜人；桑树吸收猪

舍气味，空气变得清新起来。当年，他

们制作销售蚕丝被 500 多床，收入 150

多万元。

“栽桑养蚕大家都会，何不跟着我

们一起干？”向先华父子向周边父老乡

亲发出热情邀请。2022 年，桃坪村和四

清村 70 多户村民共发展桑园 53 公顷，向

先华父子除了对大家进行技术指导，还

承诺每年以保底价收购蚕茧。

如今，岳桃农牧有限公司已在老园

艺场建设一座容量达 600 立方米的冷

库，并于今年 4 月底投资 120 多万元建成

蚕丝被生产车间。今年“五一”期间，蚕

丝被生产车间内传统手工抽丝与现代

无菌生产线实现无缝衔接，40 多名村民

在此实现家门口就业。

据悉，从 2021 年开始，岳桃农牧有

限公司先后获评邵阳市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省级生猪产能调控基地、省级

畜禽标准化示范场；2024 年 12 月，向佳

麟登上全省茧丝绸行业研讨会论坛，他

提出的“特色农业+科技创新+生态保

护”的发展模式，引发业界强烈共鸣。

绥宁一对父子

接力带领村民奔富

中共党员，邵阳市人大常委会

原选举任免联络工作委员会主任

赖敦甫同志，因医治无效，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 6 时 55 分不幸逝世，享

年 84岁。

赖敦甫同志逝世

草原学校的蜕变，是多方共建

教育共同体的成果。家长八年如一

日义务清扫校园，湖南大学支教团

连续七年接力，社会力量捐赠校服、

钢琴、图书，设立教师发展基金……

谭美珍的手机存满感动瞬间：

家长紧握她的手哽咽诉说“孩子大

变样”，志愿者与学子离别时相拥而

泣……

“教育绝非牺牲，而是彼此成就。”

谭美珍以艾青的诗句为信条——“为

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她的愿景十分清晰：

培育一支“扎根乡村、心有所信”的教

师队伍，让草原学校成为“城乡共向往

的诗意学堂”。

草原学校近年屡获殊荣：2023年

被评为“湖南省劳动示范校”；2024年

成为“湖南省中国式摔跤项目试点学

校”，同年获评“邵阳市民族团结进步

教育示范学校”和“新时代文明实践

基地”。这一系列荣誉，印证了学校

在乡村教育创新中的标杆意义。

从 13 人到 263 人，从危房到新

楼，从“被遗忘”到“被瞩目”，草原学

校的蜕变是中国乡村教育振兴的缩

影。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坚持补

短板、兜底线，实施了“全面改善贫

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

条件”等重大项目，中央财政累计投

入 4000 多亿元，带动地方投入超 1

万 亿 元 ，着 力 解 决“ 乡 村 弱 、城 镇

挤”问题，缩小城乡学校办学条件

差距。与此同时，全面改薄、特岗

计划、乡村教师支持计划等政策形

成合力。草原学校的每一步跨越，

都 与 时 代 脉 搏 同 频 共 振 ——2019

年新建教学楼，呼应“全面改薄”收

官；2023 年设立初中部，衔接“义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战略；智慧课

堂的引入，则彰显教育数字化行动

在深山落地生根。

谭美珍常说：“教育像种田，播

种自有花开。”这座“云端学府”的成

长轨迹印证：乡村振兴不是资源的

简单叠加，而是教育基因的重组升

级。当城市化的浪潮席卷大地，草

原学校给出了坚定回答——乡村教

育完全可以在守护文化根脉的同

时，通过活化乡土资源、融合现代理

念、凝聚多方力量，迈向现代化新征

程。在这里，瑶乡孩童既能触摸祖

先的智慧，又能对话世界的精彩；既

留存着对土地的眷恋，又生长出翱

翔云天的翅膀。这，或许正是中国

乡村教育最动人的模样。

■共建“城乡共向往的诗意学堂”

学 生 数 量 激 增 ，家 访 成 为 难

题。起初教师驱车前往，家长杀鸡

宰 鸭 热 情 相 迎 。谭 美 珍 却 警 觉 ：

“开车吃顿饭就回来，裤脚都不沾

泥 ，怎么理解孩子每天走一小时

山路的苦？”她定下铁律：所有家

访必须步行 ，且路线必须与孩子

上学路线重合 。教师们背着干粮

和水壶，清晨出发，单程最远需徒

步一小时。

湖南大学志愿者翁廷坤的家访

手记中记录着这样一个场景：雨后

山道泥泞如浆，12 岁的凤英（化名）

背着鼓鼓的书包和竹篓，里面既有

给弟妹带的课本，也有家中仅存的

土豆。在这条需要徒步一小时的上

学路上，她灵巧地绕过滑坡的碎石，

双手却始终紧紧护住胸前的书包。

“只有真正走过孩子们的路，才能明

白他们的困境与懒散无关，而是被

现实环境所困。”

这份“用脚步丈量出的沉重”最

终催生了“上学路安全课程”，更意外

激发了家长的集体行动——村中自

发组建的“护学队”在雨季轮流护送

孩子们安全抵达校园。“如今水泥路

直通村口，娃娃们上学再不用提心吊

胆了。”村民欣慰的话语里，映照出这

段山路变迁的温暖轨迹。

谭美珍深谙乡村教育的独特

优势。她将课堂搬进大山：劳动基

地里，孩子们辨识草药、记录其生

长周期；大山深处，他们用方言吟

诵自创的诗歌；在国家级非遗“呜

哇山歌”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

古老号子与现代童声共振。美术课

上，树皮、松果、溪石成为创作素

材。科学实验在田间完成，孩子们

测量土壤酸碱度，论证传统耕作方

式的科学性。“日出时学校在鸟鸣

中苏醒，夜幕降临在星空里备课，

这里的一草一木皆是美育课堂。”

一位志愿者教师说。

深耕结出硕果——在中部五

省联合举办的山歌大赛中，草原学

校的孩子们改编的《呜哇山歌》斩

获线上第一；该校学生 4 件用竹篾、

蜡染、山间的树枝野花制作的“大

山记忆”系列手工作品，被长沙李

自健美术馆收藏；在国家级诵读大

赛中，该校学生未加修饰而饱含对

家乡热爱的朗诵《遇见草原》让评

委热泪盈眶。更让谭美珍欣慰的是

孩子们的变化：曾经的留守儿童沉

默怯懦，如今会主动为客人夹菜添

饭，自信地介绍家乡文化。“如今草

原学校培养出来的孩子 ，礼貌热

情、大方自信！”一位家长表示。

■大山里的课堂蹚出乡村教育新路

2017 年的草原学校，是城乡教

育资源失衡的缩影。那时，斑驳的

黑板、漏风的篱笆墙、蜷缩在租借

民房中的 13 名学生，勾勒出乡村教

育被时代抛下的痛楚。

时任隆回县东方红小学骨干

教师的谭美珍回乡探亲，目睹母校

的窘境，不由感慨：“这些孩子连起

跑线都没见过，就被抛下了！”没有

犹豫，她放弃县城优越条件，成为

全县首位主动从城区调往偏远山

村的教师。

转 机 始 于 多 方 力 量 的 汇 聚 。

2018 年，湖南大学首批 3 名研究生

志愿者进驻草原学校，为“风雨教

室”注入新鲜血液。他们与当地教

师共同开发特色课程，将现代教育

理念与乡土文化融合。志愿者的

到来，不仅填补了学校音体美课程

的空白，更点燃了家长对教育的信

心。“城里老师来了，我们的孩子有

希望了！”一位家长的话，道出了村

民心态的转变。

2019 年，政府专项投入 100 万

元建成标准化教学楼，让草原学校

告别“风雨教室”，从此拥有稳固的

教学空间。新教室落成当天，村民

自发敲响八音锣鼓，孩子们齐声朗

诵《少年中国说》。

6 年 时 光 见 证 教 育 突 围 。 草

原 学 校 的 学 生 规 模 已 从 13 人 激

增 到 263 人 。 2025 年 ，政 府 计 划

再 投 入 600 万 元 为 该 校 扩 建 校

舍、改善办学条件。教育公平的

曙光穿透云雾 ，照亮深山。谭美

珍看着崭新的课桌说：“这不仅是

校舍的扩建 ，更是对乡村教育尊

严的维护。”

■不让乡里孩子“起跑线前被抛下”

雪峰山脉晨雾缭绕，海拔 1390

米的隆回县虎形山瑶族乡草原学

校隐现云端。

8 年前，这里仅剩 13 名学生在

危房中求学。如今，263 名瑶乡学

子在此唱诵山歌、研习草药，手工

作品被李自健美术馆收藏，琅琅书

声 回 响 于 国 家 级 非 遗 传 承 基 地

……5 月 12 日，在邵阳市第四十期

中小学校长任职资格培训班上，草

原学校的故事被各授课老师反复

提及。该校校长谭美珍感慨：“教

育如同耕耘，播下种子终会发芽，

但这里更需要坚韧的坚守。”

从“风雨教室”到“云端学府”
——走近乡村教育振兴的“草原样本”

邵阳日报记者 石周鑫

▼草原学校的孩子们在上

体育课。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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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拍视角下的草原学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