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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都没想到，首次新疆之旅竟
与这片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8 年前，她
原本随丈夫从老家山西运城到新疆喀什
地区伽师县考察投资，却被当地可爱的孩
子们所感染，被当地渴望教育的需求所打
动，由此改变了自己和家人的人生航向。

“当时我就认定，今后我属于这里，一定要
为伽师的孩子们做点什么，在新疆书写人
生最精彩的一章。”她说。

她就是蔡秀梅，现任新疆伽师县教
育局副局长、第二中学和双语小学校长，
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校长妈妈”。在她
的影响下，丈夫将原本投资铜矿的资金
投向学前幼儿教育，现在伽师县经营一
家幼儿园；儿子大学毕业后，也选择到新
疆工作。

今年 51 岁的蔡秀梅原来是山西省运
城市盐湖区教育局的一名干部，教学和管
理经验丰富，丈夫李义海经商。2005 年

12 月，蔡秀梅随丈夫来到伽师考察，在参
观学校时，当地薄弱的师资力量让她思
考：“没有我，盐湖区的教育事业不会受影
响；但如果我来到伽师，这里的教育事业
却可能有所改变”。

蔡秀梅落户伽师的想法，起初没有得
到丈夫的认同。“这么多人扎根边疆、建设
边疆，我们也应该有所奉献吧！”李义海拗
不过妻子，最终被说服。2006 年 4 月，李
义海用原计划投资铜矿的 600万元，开始
建设一所幼儿园。当年 9 月，设施完善的
幼儿园建成开园。首批百余名孩子入园，
其中 95%是维吾尔族小朋友。

蔡秀梅把对孩子们的爱，转化为工作
的动力。根据维吾尔族家长与孩子告别时
要拥抱的习惯，她探索出了肢体语言教学
法。每天，蔡秀梅都带领教师们在校门口
迎接、拥抱每一名入园的孩子，给孩子们
鼓励。维吾尔族能歌善舞，蔡秀梅就设计

了音乐教学法，让幼儿园里充满了快乐的
歌声，激发了孩子们探索、学习的兴趣。在
蔡秀梅的带动下，她的团队共创造了 20
多种教学法。开园一年间，幼儿园的孩子
越来越多，从 100 多人增加到 800 多人，
逐渐得到了当地群众的认可。

2007 年 7 月，蔡秀梅的工作关系正
式从山西运城调入伽师县，被任命为县教
育局副局长，兼任双语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次年 4 月，她又兼任县二中校长，肩
上的担子更重了。

“放弃老家稳定的工作、殷实的家业，
却跑到边疆搞教育。”一位熟识的老乡一
直不理解她的选择，来伽师看望蔡秀梅
时，便悄悄跟随她，目睹了她一天的工
作。看到蔡秀梅忙碌并快乐着，与老师和
孩子们打成一片时，这位老乡理解了她
的选择，“在这里，蔡秀梅找到了自己的人
生坐标。”

蔡秀梅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影响着周
围的人。因缺乏教师力量，县二中高中教
师古再努·麦麦提产后 35 天就上班了，却
不领一分钱加班费；食堂师傅库尔班·买
买提已办了退休手续，本该回家享受天伦
之乐的他又无偿回到岗位继续工作。“校
长在，我们不能走。”库尔班说。

伽师县教育局原局长依玛木·木沙临
终时说，“蔡秀梅夫妇要是早来 10 年，伽
师的孩子就会早点接受更好的教育。”他
嘱咐妻子要与蔡秀梅夫妇交朋友，如今两
家人无论是古尔邦节还是春节，都会相互
走访，互致问候。

“是新疆这块热土感动着我，激励着
我。”在伽师，蔡秀梅收获着感动，也成为
她前进的动力。“在伽师的这几年，我对教
师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只要这里
需要我，我就会继续努力，与孩子们同进
步共成长。”蔡秀梅坚定地说。

扎根边疆育人 书写精彩人生
——记新疆伽师县教育局副局长蔡秀梅

本报记者 乔文汇 通讯员 陈 晨

清华大学：

传承自强厚德民族魂
本报记者 韩秉志

本报北京 7 月 28 日讯 记者韩秉

志报道：由中宣部、教育部、光明日报社
主办，清华大学承办的“大学校训传播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讨会今天在京举
行。来自中宣部、教育部以及 20 所高校
的有关负责人围绕以校训精神文化为载
体传播和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
行了深入研讨。

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表示，高校要
深入挖掘大学校训的精神内涵、价值底
蕴，探索校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契合点，使校训所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时代精神、价值理念成为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
20 所高校的代表，围绕各自学校校训
的精神内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在联系进行了交流和研讨。与会代
表认为，中国大学校训的精神和内涵
是 新 中 国 精 神 文 化 和 价 值 取 向 的 缩
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传播大学校训
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重要平台和抓手。

大学校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讨会举行

2010 年，在清华大学准备迎接百
年校庆前夕，时任北京清华大学校长的
顾秉林对来自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
陈力俊表示，“大学有 3宝：校训、校友
和校园。两岸清华的校训相同，海外校
友会是一家。”顾秉林的风趣讲话得到
了对方认同，陈力俊也认为，“一笔写
不出两个清华”，两岸清华同根同源、
内外神似，“关系非比寻常”。

“一所大学的校训，反映了一所大
学全体师生员工乃至广大校友需共同遵
守的基本行为准则与道德规范，具有鲜
明的导向性和勉励性特征。可以说，校
训是一所大学传统与精神的集中体现，
是大学文化的支柱与灵魂。”清华大学
副校长邱勇说。

清华大学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
载物”，缘起于 1914 年梁启超先生在清

华大学为清华学子作的一次题为 《君
子》 的演讲。他以 《周易》 的两个象辞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乾卦），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坤卦），
激励学子努力成为“真君子”。梁启超
指出，君子自励，犹如天体之运行刚
健不息，果敢坚毅，奋发图强；又如
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以博大之襟怀
容载万物。这番演讲，深深激励了清
华学子。

早在 1911 年，清华学堂初创时就
提出“以进德修业、自强不息为教育之
方针”（《清华学堂章程》）。随着时代
发展，“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
精神也在不断升华演进，涵盖了雪耻图
强的爱国奉献精神、严谨求实的科学求
真精神、海纳百川的包容会通精神和人
文日新的追求卓越精神。

如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被
铸入校徽，高悬于清华大礼堂的上方，
成为师生共同遵守的校训。截至 2011
年，清华园共走出了 465 位院士、国家
表彰的 23 位“两弹一星”功臣中的 14
位。一批批清华学子秉持校训精神，在
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条战线上无
私奉献，艰苦奋斗，为国家为民族乃至
人类文明创造了杰出业绩。

邱勇表示，清华校训精辟地概括了
中国文化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人关系的深刻认识与辩证的处理方法，
强调人们要效法天地，在学、行各方面
不断去砥砺践行。

事实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也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
重要表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
相承。正因如此，清华校训不仅在清华
师生、校友中不断传承，在全社会也广
为传诵。

“大学肩负着引领社会风气之先的
责任，在校的青年学子更是处在价值观
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其价值取向决
定着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因此在
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邱勇指出，大
学校训教育具有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
育人效果，要进一步探索大学校训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契合点，加强校
史、校情教育，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文
化活动，不断赋予校训精神新的时代元
素，让广大师生对校训精神内涵有更加
清晰的认识，进而增强大家对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自觉做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践行者、传播者。

“你说我家的房子是新盖
的？哈哈，这是老房子，已经
21 年了。去年村里免费为我
们做了外装修，换了大铁门。”
47 岁的马春梅一边招呼着记
者进屋，一边做起了宁夏吴忠
市利通区东塔寺乡穆民新村的

“导游”。
“老房子的穆斯林建筑风

格不仅保留下来了，房子、院子
也更漂亮了。最开心的是，来
我家‘农家乐’的客人越来越多
了。”马春梅说。

2009 年，国家民委、财政
部开始实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
保护与发展项目。截至 2013
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投入 9.1
亿元，重点保护发展了包括穆
民新村在内的 28 个省区市的
600多个村寨。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在产业
结构、民居式样、村寨风貌以及
风俗习惯等方面集中体现了少
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文
化特色,集中反映了少数民族
聚落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
同文化类型中形成和演变的历
史过程，相对完整地保留了各
少数民族的文化基因，凝聚了
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历史结晶，
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是
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载体，是
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的重要资源。

“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的保护与发
展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国
家民委巡视员李建辉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很多少数民族村寨位于边远落后地区，较为贫困，随着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村寨的文化传承遭受了
巨大冲击，有些正在急速消失。”

保护已刻不容缓！2009 年，国家民委、财政部联合
开展了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并印发

《关于做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试点工作的指
导意见》（简称《意见》）；随后国家民委印发的《少数民族
特色村寨保护与发展规划纲要（2011—2015 年）》（简称

《纲要》）提出，“十二五”期间在全国重点保护和改造
1000 个少数民族特色村寨，抢救、修复或建设一批带有
民族特点的特色民居，形成一批独具特色的民族建筑群
落。截至 2013 年底，在 28 个省区市 600 多个村寨开展
了试点，10万人受益，涉及 40多个少数民族。

产业是村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宁夏盐池县冯记沟
乡回六庄村是一个回民村。村民收入主要来自种植玉
米、荞麦和滩羊养殖。

盐池县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杨晓军告诉《经济日
报》记者，在村寨保护过程中，盐池县坚持“做精做优，做
出特色”的发展思路，不仅保持了民族村寨的特色，而且
统一规划养殖棚，使其成为村寨发展的一部分。

记者了解到，几年来，各地支持培育具有当地自然资
源和人文资源比较优势的产业，如特色种植养殖、农副产
品加工、传统工艺品生产、与民族村寨旅游有关的村级民
族文化设施建设等，推动了产业发展与保护少数民族村
寨文化的紧密结合，增加了群众收入。

建筑是文化的结晶。试点村寨注重保护少数民族特
色村寨的建筑风格、建筑工艺和与自然相和谐的乡村风
貌，抢救、修复或建设了一批带有民族特点的特色民居，
形成了一批独具特色的民族建筑群落。

肇兴侗寨，位于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
县肇兴村，是全国最大的侗寨，有“侗乡第一寨”之美誉。

“保护侗寨建筑，就是保护了我们的文化。要让人与自然
和谐发展。”村主任陆本安说。

几年来，各地以改善民生为核心，结合经济发展、文
化传承、生态保护，以特色民居保护和改造为重点，以保
护和传承民族文化为主线，加强村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
增进各民族交流交往，构建和谐村寨。

老寨古村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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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资料图片）

近年来，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图为青海湖畔的草原上，羊群在悠闲地

吃草，近岸处盛开着成片的油菜花。 本报记者 刘 亮摄

远山含黛，连绵起伏；近水澄清，波澜
不惊。沙鸥翔集，湟鱼游泳；草绿花红，云
淡风轻。7 月的青海湖，如一幅壮美的画
卷，在广袤的青藏高原上铺展开来，向慕
名而来的国内外游客展示着多彩的青海。

青海湖是青海省一张靓丽的名片，也
是古丝绸之路青海南道上的一颗明珠。南
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受阻于河西走廊的使
者和商队，就是从古长安出发向南转向，
取道青海湖开辟出丝绸之路南线。这条线
自甘肃兰州起经西宁、湟源、茶卡、格尔木
到甘肃敦煌至中亚，又被称为古羌中道。

青海湖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湖和咸水
湖，最新面积为 4372.94 平方公里。青海
湖流域包括 40 多条河流，土地总面积接
近 3 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重要的生态环保
区域。与此同时，青海湖流域集中了青海
省 80%的人口，产生占全省 50%的 GDP，
生态环保任务艰巨。

青海省委常委、副省长王晓在接受
《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青海省作为
资源大省，正在建设“全国生态保护先行
区”，将自身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角色
定位为“绿色通道、战略基地、重要节点”。

近年来，青海湖流域生态环境有所好
转。2004 年至 2013 年，青海湖水体面积
持续扩大，扭转了原来持续缩小的态势。

青海湖流域的生态治理涉及农牧、环
保、林业、水利、气象和青海湖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多个部门，为了便于工作协
调，青海成立了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
局，由省政府副秘书长兼任局长。2007
年起，青海省启动了为期 10 年的《青海湖

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规划》。治
理措施主要包括退牧还草、环境治理、野
生动植物保护 3个方面。

退牧还草方面，2007 年以来流域内
完成禁牧任务 275 万亩，休牧任务 75 万
亩，并封育湿地 37 万亩。青海省林业局

副处长蔡平说，实施湿地封育涉及的退牧
牧民除了按国家规定得到补偿外，还有许
多被聘为管护员，既增加了牧民收入，又
巩固了封育成果。

农牧厅草原处处长王孝发介绍，环境
治理主要包括毒草清除和鼠害防治。王
孝发说，防治鼠害主要是防杀鼠兔。在防
治鼠兔的过程中，牧民们意识到鼠兔是草
原生物链上的一环，其泛滥成灾是天敌狐
狸、鹰等动物的减少造成的，而很多狐狸
和鹰是由于吃了被毒杀的鼠兔致死。因
此，牧民们并不是对鼠兔杀尽灭绝，而是
将每公顷 150 只作为“有鼠无害”的标准，
超过则使用生物毒素进行毒杀，防止其他
动物二次中毒。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还鼓励牧民架设鹰巢，引鹰治鼠。

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
长星智说，局里保护湖区内的野生动物就
像爱护自己的孩子。普世原羚在翻越草
场栅栏时容易剐伤甚至致死，管理局为此
逐户走访牧民，耐心劝说牧民将栅栏的高
度从 1.2 米降至 1 米。对生活在青海湖里
的唯一鱼类——湟鱼，青海省 2003 年启
动了为期 10 年的封湖育鱼，期满后至今
没有解禁。

青海湖流域治理的成效已经初步显
现，这颗高原明珠未来将更加璀璨夺目。

绿 色 永 驻 青 海 湖
本报记者 马玉宏 刘 亮

丝 路 行·看 青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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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上半年改革投资审批制度，做好 95 个省级鼓
励社会投资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开展行政审批项目接、
管、放专项督办和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专项清理，积极推
行“一次申报、一次检查、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等举措,
为企业松绑减负发挥了“动力”作用。

海南省上半年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商登记注
册制度改革和公共资源交易制度改革等。上半年清理精
简行政审批事项 136 项，减幅达 19%；完成全省“一张审
批网”建设，70%的审批事项实现网上申报、网上审批。

下半年工作中，各省份进一步明确了进一步深化改革
的举措。如陕西省强调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加快简政
放权和国有资产整合，完善民营经济扶持措施，加强社
会舆论和市场预期引导，保持经济主体稳定和发展环境
稳定。重庆确定了要加快推进、抓紧实施的25项重点改
革专项，以重点改革带动改革整体进展。海南省则提出
下半年争取9月底前公布第一批权力清单，实现网上申报
和办结率达80%以上，全流程网上审批率达40%以上。

政府调控重点明确

宏观调控如何做到定向调控、精准发力，各地都在积
极探索。从各省份对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谋划看，政府调
控的重点和方向都很明确。

湖北省提出下半年将实施“省重大专项计划”，加大
20 个重大专项 480 个（类）重大项目推进力度；围绕提高
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产业支撑力，加大一批城乡基础设
施项目和产业项目服务力度；建立省级中小企业发展、创
业投资等引导基金，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行政、金
融和社会化服务环境。

四川省强调更好地发挥各级政府在稳增长中的主导
作用。四川将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确定为更加有力地
发挥政府投资的引领作用，加大力度推动棚户区改造、铁
路、公路、水利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重大工程建设；全心全
意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工业企业的发展。

山西省坚持“精准发力”，提出抓实体经济这个当务
之急，抓煤炭这个重中之重，抓投资这个关键之招，抓招
商这个持续之举，抓转型这个根本之策，抓好严重制约经
济运行的企业停产半停产、产品销售困难、项目融资难等
薄弱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