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援藏人张召建：

植根雪域高原 师者初心育繁花
在2019年6月得知淄博市第九批援藏的消息后，张召建想到一直以来的援藏情结终于可以圆，于是毫不犹豫地报了名。经过组织部的选拔认定，作为淄

博教育界唯一的代表，当年7月1日他和淄博援藏工作组其他成员一行八人，来到了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昂仁县开始了援藏工作，成为昂仁县中学副校长。
到任后，他想方设法提升年轻教师的业务水平，带领藏族小学生到山东参加夏令营……他多措并举，不断努力，目的就是为了给昂仁教育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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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藏“军功章”有家人一半

“珠峰脚下的昂仁县平均海
拔4513米，那里确实是有大家向
往的蓝天白云、湛蓝的湖水、神
秘的珠峰。”淄博市第九批援藏
干部、昂仁县中学副校长张召建
告诉记者，但这里气压低、缺氧、
寒冷，自然气候的恶劣远远超出
他们的想象。

在来之前好多人劝张召建，
去高海拔的西藏旅游都可能损
害健康，何况是去工作。初到西
藏的张召建确实遇到了不小的
麻烦，头胀恶心，种种不适应，难
言的滋味考验着大家。

“但最终我坚定了信心，做
好了打算，就坚定不移。”张召建
说，三年时间他们坚持下来了。
工作组八人常说，在雪域高原上
工作，最稀缺的是氧气，但最宝
贵的是援藏的奋斗精神。

2020年上半年新冠肺炎疫
情暴发那段时间，张召建最担
心的就是家中的妻小。疫情期
间学生居家，张召建妻子紧锣
密鼓地准备网络教学，白天室
外鸟语花香，室内她在网络直
播；傍晚室外月上柳梢头，她在

积极地准备班会、家长会，准备
教学直播。

他在援藏，她在疫情中教书
育人，虽天各一方，缺却一直坚
持努力、相互鼓励。结婚纪念日
和各自的生日，他们通过屏幕给
对方送上暖暖的祝福。

“这是我毅然奔赴西藏援藏

的坚强后盾和动力源泉，‘军功
章’里有我们援藏者的一半，也
有家人的一半，真心谢谢她们。”
张召建感慨道。

师德悠悠留高原

“我挂职昂仁县中学副校

长，得到了西藏当地领导的帮助
和认可，主要协助校长完成师资
培训等工作。”张召建向记者介
绍，入藏以来，他深入调研校风、
教情，摸清教师发展短板和学习
学生难点。

通过新老教师帮扶、汉藏
老师结对提升年轻教师的业务
水平；通过读书会等活动提升
教师的科研能力；举办示范课
引领教师的专业发展；通过专
题党课的形式向管理人员和老
师介绍山东比较先进的教育理
念，为昂仁县教育教学注入了
活力……

2020年10月，张召建带领
藏族骨干教师到内地学校交流
学习，带领9名藏族小学生到山
东参加夏令营活动，开阔孩子们
的视野，加强汉藏文化的交流；
参与捐助图书50万册，捐助贫困
生羽绒服100套等……这仅仅是
张召建身体力行为昂仁教育做
的部分事情，而他觉得这些还远
远不够。

三年来，张召建和同事不知
翻越了多少座海拔4000米到
5000米的高山去乡下调研、慰
问。尤其是大雪封路时，其困难

可想而知。昂仁的雪域高原到
处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援藏情洒
满雪域高原。

三年的援藏过程中，尽管吃
了不少苦，但看到藏族群众脸上
洋溢的笑容，看到经过自己努力
学校的校风、教风、学风在发生
可喜的变化时，张召建感到无比
欣慰而自豪：奉献边疆地区的教
育事业是我的一生情结。

“你已经是全国优秀教师和
正高级教师了，你援过疆、进过
藏了，以后还会继续你的支教生
活吗？”此前面对记者的问题，张
召建说：“我虽然支过疆、援着
藏，但支教不仅是一种行动，更
是一种情结。如果身体允许，我
希望在我退休时能加入教育部
的‘银龄计划’，到更多的地方教
学、工作。”

三年援藏，一生情怀。张召
建先后获得淄博市脱贫攻坚奖、
市级劳动奖章，被评为职业道德
十佳标兵和全国优秀教师，如今
已是正高级教师。但身负责任
与担当，使命与奉献，他仍愿情
洒雪域高原。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中心
记者 孙良栋

张召建（右）走进车间了解羊毛毯的制作和销售情况。除了
昂仁中学的日常工作，身为援藏干部，提高藏区群众的生活质量
也是他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