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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怎么知道我和先生
在援疆？”3月30日，接到笔者
电话时，中国计量大学退休教
师罗敏霞愣住了。

他俩的“保密工作”做得
很到位。前不久，中国石油大
学的一封感谢信送到了中国
计量大学，罗敏霞的同事们才
知道，这对退休伉俪已经悄悄
援疆半年多了。

“我们的第二人生才刚刚
开始。”罗敏霞笑着透露，今年
8月底和先生到克拉玛依整一
年了，准备续约。为了在当地
工作生活更方便，他们在年初
把私家车从杭州运到了新疆。

是什么让这对伉俪如此
眷恋天山脚下？

提前一个月适应环境

2024 年夏天，怀揣着“到

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热

忱，60 岁的罗敏霞和 61 岁的

丈夫薛兆瑞主动报名参与教

育部“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

计划”，考虑到专业对口，他们

选择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克拉玛依校区。

罗敏霞回忆，报名后需通

过资料审核，并视频试讲。结

束试讲后，审核人员说了句

“稍等”，让她以为落选了。

不久，夫妻二人等来好消

息。他们成为这所学校自“高

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开

展以来首次迎来的浙江教师。

高校 9 月开学，8 月就得

到校签约、备课、适应新的环

境。彼时杭州没有直飞克拉

玛依的航班，得从成都转机。

夫妇俩在酷暑天的清晨 4 时，

起早从家里出发，乘坐飞机穿

越重重山峦，在当地时间 24 时

抵 达 4200 公 里 外 的 克 拉 玛

依。“出发的时候太阳还没升

起，到达的时候太阳还没落

下，孩子都说‘这是你们一生

中最长的白天’。”罗敏霞笑着

说。

“我们的新故事就要开始

了。”第一脚踏上新疆的土地，

夫妇俩默契地相视而笑。

半年完成208课时

“这里不缺热情，缺的是

引路人。”初至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克拉玛依校区，计算机

专业博士毕业的罗敏霞便察

觉到青年教师的科研迷茫。

由于学校地理位置偏远，

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学校里大

多都是硕士毕业的年轻老师，

对于写论文、做课题不甚熟

悉。彼时，她在杭州仍有科研

任务，每周都会和团队开线上

会议，她邀请克拉玛依的年轻

同仁们共同进行科研探讨，作

专题学术报告，并指导青年教

师撰写论文、申报课题。

与此同时，丈夫薛兆瑞也

肩负着繁重的教学任务。他

教授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课程理论性

较强。为了提高课堂活跃度

和学生专注度，薛兆瑞引入故

事教学法和视频展示法。每

次上课他都会依靠实际案例

导入课程，例如“当代愚公”黄

大先、“时代楷模”黄文秀等，

半年时间给学生讲了上百个

故事；同时，将理论知识通过

视频形式进行展示，学生们参

与度大大提高，提问讨论的积

极性充分调动。

半年时间，夫妇二人完成

了 208 课时的教学，远超既定

教学任务。这不仅是教学日

志上累积的数字，更是银龄教

师在戈壁滩上刻下的生命印

记。

开始新一轮“倒时差”

在遥远的克拉玛依，夫妇

俩经历了漫长的适应期：气

候、时区、人文、环境均有不小

挑战，如何穿衣、如何调整作

息成了首要课题。

“在浙江我们每天 6 时多

就起床准备上班，新疆这边差

不多上午 10 时开始上课，晚上

20 时结束教学工作。”薛兆瑞

说，克拉玛依要到 4 月底才结

束供暖，室内基本四季都可以

穿薄衫。他笑言：“寒假过年

回浙江，我们俩切换到杭州作

息，年后返校至今，又开始新

一轮的‘倒时差’。”

半年时间，让他们对于新

疆有了更深的认识，学校对于

援疆教师的热情和真诚、后勤

的完备保障、青年教师的求知

若渴和天山脚下的无尽风情，

让他们产生了眷恋。

“我们交到一群天南地北

的银发‘老友记’。”罗敏霞说，

学校组织不少活动，减少援疆

老师的思乡感：中秋组织参观

新疆的大农业产业，元旦一起

包饺子⋯⋯欢声笑语中，心与

心不断靠近。

2025 年是新一轮对口援

疆工作开展 15 周年。耐得住

风沙寂寥，道不尽天山风流，

许多像罗敏霞、薛兆瑞这样的

“银发”教师，无畏山高路远，

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了天山

脚下的求学路。

“浙”里出发为“疆”来

他俩缘何将私家车运到克拉玛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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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高心同 通
讯员 陶欣园 朱嘉明）闲梦江
南，纱幕拂去，时空相连，古今
两代人隔着时光之河的两岸对
望⋯⋯3 月下旬，大型话剧《北
上》在湖州德清大剧院上演。
这是《北上》继于杭州、北京上
演后，再度打磨升级版本的首
次亮相。这部改编自茅盾文学
奖得主徐则臣同名小说的舞台
作品，通过细腻的人物形象塑
造、集中的戏剧冲突展现，深刻
地探索京杭大运河的当代意
义。

德清县
大型话剧《北上》上演

本报讯（记者 邬敏 县委
报道组 陈雅雯 汪峰立 通讯
员 俞文斌）3 月 30 日，云和梯
田水满田畴，丽水市云和县崇
头镇坑根村 90 后村民梅玲玲
穿上凤凰装，举着手机，穿梭在
九曲云环、日出云海、白银谷进
行“流动直播”，梯田风光、乡村
民宿、土味山货等乡村好物被
摆上了“云上货架”。

山民体验式直播，打开了
“土货出山”新思路。村民们穿
着蓑衣行走在淤泥中犁田，或
抱着油绿鲜亮的青菜出场，或
面朝镜头“炫”起传统米烧酿造
技艺⋯⋯近百斤梯田大米、高
山蔬菜和农家米酒很快被网友
一抢而空。目前，云和梯田已
累计直播 400 余场次，成交额
超 450 万元，农家乐户均年营
业额超20万元。

丽水市
山间直播成文旅新景

年轻主播在梯田上直播带货。
通讯员 刘晨晓 摄

年轻主播在梯田上直播带货。
通讯员 刘晨晓 摄

罗敏霞（左）和薛兆瑞（右）分别是中国计量大学理学院、马

克思主义学院退休教师。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