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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系 南 疆 德 润 桃 李
—— 追 记 浙 江 省 宁 波 市 援 疆 教 师 姚 仁 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文汇

人物小传
姚仁汉，1962 年生人，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

师，曾任浙江宁波镇海中学党委委员、副校长，物

理科教师。1984 年，22 岁的姚仁汉从宁波师范学院

物理系毕业，分配到镇海中学，从事物理科教学工

作，他师德高尚，勤勉敬业，业务精湛，培养了一

大 批 优 秀 毕 业 生 ， 被 评 为 宁 波 市 镇 海 区 首 批 名 教

师 、 镇 海 区 劳 动 模 范 。 2012 年 ， 年 逾 50 岁 的 姚 仁

汉参加援疆工作，到新疆库车县第二中学担任副校

长，先后援疆 3 年，为当地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

献 。 2017 年 ， 年 仅 55 岁 的 姚 仁 汉 因 病 去 世 ， 但 他

的精神财富却永远留在了南疆大地。

从东海之滨远赴天山脚下，他虽然
年过半百，仍主动请缨，倾情援疆事
业；从新疆库车回到浙江宁波，他尽管
身患重病，仍满腔热忱，关注边疆教
育。他就是原浙江宁波镇海中学副校长
姚仁汉。2012 年 8 月，已过知天命之年
的姚仁汉告别家人，来到地处天山南麓
的新疆库车县第二中学担任副校长，成
为一名援疆教师。当一年半时间的援疆
期满后，又主动申请延期。在他支教的
3 年里，库车二中每年都有学生考入北
大、清华，连年刷新当地考入重点大学
人数的纪录。

今年 2 月 25 日，姚仁汉因罹患肝癌
猝然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 55 岁。在遥
远的新疆，库车二中各族师生、家长和众
多“援友”难抑悲伤，为他洒泪送行。为
纪念姚老师，一周后，库车二中“姚仁汉
名师工作室”挂牌，他的精神财富，永远
留在了草木芬芳的南疆大地。

治学严谨的“板凳校长”

初夏的库车县第二中学，鸟语花
香，书声琅琅。这所学校，是姚仁汉在
生命的最后几年最为牵挂的地方。

5 年前的盛夏，姚仁汉告别家人，
暂别了宁波镇海中学的物理课堂，开始
了援疆工作。应该从何入手？如何提高
教学水平？援疆结束时能留下什么？这
是他初到库车二中时，每天都思索的
问题。

“ 校 舍 新 、 设 备 新 ， 硬 件 条 件 不
错，唯独欠缺师资力量。”经过一番

“把脉问诊”，有着近 30 年教学经验的
姚仁汉，决定从教师培养入手补短板，

传授先进的教学理念。
“这样上课绝对不行，要提高备

课质量。”一次，姚仁汉旁听了教师
姚永刚的讲课后毫不留情，撂下这
样的话。姚永刚当时羞愧万分，“感
到被猛击一掌”。他回忆说：“姚校
长让我及时振作起来，在他的悉心指
点下，我的教学水平突飞猛进。”

因为常带一张板凳，坐在教室
角落里听课，姚仁汉被大家亲切地称
为“板凳校长”。他详细记录授课教
师的教学思想、专业知识，以及和学
生们的互动情况。课后，与老师们深
入交流，分析不足，给予指导。姚仁
汉先进的教学理念、严谨的工作作风，
让库车二中各族教师受益匪浅。“没有
学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
他常说的这句话，已深深地印在了全校
教师的心间。

导师制、集体备课制、分级管理制
⋯⋯在库车二中，姚仁汉有针对性地建
立 起 一 系 列 管 理 制 度 和 优 化 教 学 方
案。导师制让一名老师带 2 至 3 名该科
目成绩差的学生，导师利用业余时间

进行辅导，效果非常明显。
为了帮助教师提高业务水平，姚仁

汉还提议由 1 名援疆教师与库车二中 2
名年轻教师结成师徒，随时随地开展传
帮带。在宁波市对口支援库车县指挥部
的支持下，每年都有年轻教师赴镇海中
学接受培训，库车二中由此培养、储备
了一批教学骨干。

“姚校长几乎每天都要工作 12 个小
时左右，他带给咱们的不仅是教学上的
帮助，还有工作作风上的变化。”库车
二中黄洁老师告诉记者。

2014 年 1 月，当圆满完成了 1 年半
的援疆任务，宁波援疆教师计划启程回
乡时，姚仁汉依依不舍，师生们相拥而
泣。看着伤心的孩子们，他作出决定：

“老师不走了，再带你们一年半，我要
看着你们都考进大学。”

关怀备至的最佳“援友”

姚仁汉在新疆工作的 3 年时间里，
先后有两批宁波教师到库车二中支教，
对每一名援疆同事，他都悉心照顾、关
怀备至，被誉为最佳“援友”。

从江南水乡来到西北边陲，大部分
援疆教师难以适应极其干燥的气候，经
常难以入眠。姚仁汉总是嘘寒问暖，介
绍情况，让大家尽快进入角色。他常买
来水果分给大家，叮嘱大家补充水分。

“实际上姚校长在援疆队伍中年龄比较
大，身体又特别瘦弱，更需要照顾。”

“援友”翁国辉说。
援疆教师刘生全与姚仁汉一样来自

宁波镇海，初到库车时，上课没讲几句
话嘴唇就已发干，还偶尔流鼻血。“姚

校长的事迹给了我们很多鼓励。”谈及
姚仁汉，刘生全眼眶湿润了，“一定会
以他为榜样，秉承他倾心援疆的奉献精
神，努力教书育人，发挥传帮带作用”。

对每一批赴宁波培训的库车二中教
师，姚仁汉同样关爱有加。陈梅老师清
楚地记得，2013 年 9 月的一天，赴宁波
市镇海中学进修交流的老师们早早来到
学校，准备乘车赶往机场，因航班太早
大家都没吃早饭，姚仁汉匆匆赶来，手
里提着一兜包子。“在宁波不要有牵
挂，我们是一家人，有困难就给我打电
话！”姚仁汉的叮嘱温暖着每一名进修
教师的心。

“我们是一家人”，这是姚仁汉在库
车二中工作时常说的一句话。“我与姚校
长共事的3年，是我成长最快的3年。从
他的身上，我不仅提高了教学水平，增
长了教学经验，更学会了与人沟通的方
法，感受到了优良的师德师风。”姚仁汉
的徒弟张杰老师感慨地说。

援疆期间，姚仁汉经常走进学生宿
舍与孩子们聊天。当发现到睡觉时间孩
子们还在摆弄手机时，就提出同学们不
带手机，同时协调学校增设 120 多部固
定电话，方便孩子们与家长联系。库车
二中首名考取清华大学的艾孜买提·艾
则孜说，姚老师善于从学生角度考虑问
题，他眼中没有好孩子和坏孩子的区
别，对每一名学生都一样有耐心。

心存大爱的团结使者

一次援疆行，一生新疆情。在新疆
工作的 3 年时间，姚仁汉向各族师生倾
注了大量心血，与各族群众结下了深厚
友谊，为促进民族团结添砖加瓦。“要
心系大爱，做团结的使者，将民族团结
渗透到工作、学习和生活中。”他说。

为方便沟通和交流，了解新疆少数
民族文化，宁波市援疆指挥部请毕业于
中央民族大学的日子湾·艾莎老师，教

授大家维吾尔语。上过几次课，姚仁汉
建议每节课确定一个主题，比如饮食、
节日、风俗等，以更好地了解当地风土
人情、民族文化。在学习维吾尔民族历
史文化的同时，他也向维吾尔族同胞讲
述宁波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这些内
容，后来日子湾·艾莎经常向亲友和学
生们讲述，丰富了她的授课内容。

来到新疆后，姚仁汉和库车二中一
名维吾尔族学生结成了对子。这名学生
的父母对教育非常重视。有一次，姚仁
汉发现孩子没有按时完成作业，早自习
时借同学作业抄写。他认为，这种情况
必须与学生父母深入沟通。在电话里，
姚仁汉与孩子家长谈了整整半个小时，
与家长共同想办法。“能够强烈感受
到，姚校长对孩子的关心是发自内心
的，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日子湾·艾
莎老师告诉记者，他对各族困难学生十
分关心，还经常自掏腰包帮助他们。

2015 届 学 生 刘 建 珺 家 庭 收 入 不
高，母亲身体不好。姚仁汉每逢节假
日，会给她们送去米面油等生活品，鼓
励孩子勤奋学习、不断进步。高考前
夕，班主任问她打算报考什么学校时，
刘建珺脱口而出：“想考师范院校。姚
老师对我们这么好，我要做像他一样的
老师，帮助更多的学生成才。”

姚仁汉高尚的人格魅力、高超的教
学水平，令库车二中维吾尔族教师古佳
曼十分钦佩，她也和姚仁汉成了忘年
交。如今在课堂上，古佳曼经常以姚仁
汉老师的事迹，激励同学们努力学习，
希望学生们都记住并学习这位正直、善
良、优秀的援疆老师，像他那样创造佳
绩，争当楷模。

“特别能学习、特别能吃苦、特别
能干事、特别能团结、特别能自律、特
别能奉献”，在新一轮对口援疆过程
中，浙江广大援疆干部共同铸就了“六
个特别”援疆精神，这种精神在姚仁汉
身上得到最真切的体现和传承。

88岁的中国教育学会名誉
会长顾明远作为中国比较教育
创始人之一、“终身学习”理
论提出者，从 1948 年在上海
容海中小学担任教员起，用了
近70年时间求索教育之道。

许多人第一次知道顾明远
这个名字，是他 10 年前首次
提出叫停奥数。2007 年，在
成都市青羊区召开的小学生减
负座谈会上，时任中国教育学
会会长的顾明远公开表示，将
向教育部建议，在全国范围内
取消奥数培训班。但很少有人
知道，呼吁取消奥数的顾明
远，正是当初奥数培训的早期
参与者。

“1985 年我国决定参加国
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当时国
家教委要求清华附中、北大附
中、北师大实验中学分别举办物理、化学、数学奥赛集
训班。”顾明远回忆说，“我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副校
长，负责附中工作，就让附中举办数学奥林匹克竞赛集
训班，一年后参加国际奥林匹克竞赛。我国学生在 5 科
都拿到了多块金牌。”这些孩子回国后被清华、北大作为
保送生录取。此后，许多重点中学都办起奥林匹克竞赛
培训班，重点大学也把奥林匹克竞赛成绩作为保送条
件，奥数甚至成为中考、小升初的条件。

顾明远坚持，奥数只适合少数有数学天赋的孩子，
更多孩子应寻找自己的兴趣。直到2014年，教育部才正
式发文，取消 2015年高考奥数加分。但顾明远也知道，
奥数不过是换了一个名字，继续盛行在学校、家长中
间。“这其中有校外教育培训机构逐利起到的推波助澜，
但社会分配不公、就业困难、城乡二元结构尚未消除，
才是教育出现问题的最主要根源。”顾明远强调。他曾经
列出过中国教育的六大弊端，九大困境。“有些问题是社
会长期形成的，一时半会儿改不了，但有的是能改变
的，应该马上改。”顾明远眼下最关注的，就是取消设置
重点学校、重点班，取消评选三好学生，避免人为地将
学校、学生划分为三六九等。

顾明远办公室里堆着各种教育学资料，最上面的是
一本 《中国学校研究》。这是他今年刚刚出版的新书。

“这本书对中国学校进行了系统、深入研究，并通过西方
学者认同、理解的话语，提炼、总结中国学校教育经验
与模式。”顾明远介绍说，“也是为首次在我国举办的世
界比较教育大会准备的献礼，希望让外国朋友真切地了
解中国的教育。”顾明远关心的问题还有很多，教师的地
位待遇、信息化教学等，每个问题他都滔滔不绝，一点
不显疲态。看来，他还在继续求索中国教育之道。

上图 顾明远在翻阅书籍。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山东阳谷县陈堂村李瑞红：

好管好管““闲事闲事””的村支书的村支书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金虎王金虎

今年五一刚操办完婚礼的宋士文，
没两天就去买了辆轿车开回家，令众乡
亲刮目相看：“都说结个婚要穷三年，你
小子这是中大奖了？”宋士文憨憨地一
笑：“这车，是村支书李瑞红一家人帮俺
从大操大办中省下来的，有了它，方便
媳妇走娘家了。”

家住在山东聊城市阳谷县阎楼镇陈
堂村的村民宋士文，今年 32 岁，与刘琳
一见钟情，在谈婚论嫁时，女方家里开
口就要“8 万 8”的礼金，令宋士文犯了
愁，“婚礼进行曲”刚起了个头，照这个

“价码”下去要多少钱才能收场？与母亲
相依为命、手头并不宽裕的宋士文越往
下算越腿软。陈堂村支部书记李瑞红听
说后，把女方父母约在一起做工作。李
瑞红的丈夫宋月全也披挂上阵：“咱不图
庄稼不图地，就图有个好女婿；婚礼办
得再好，不如夫妻白头到老。您说是不
是这个理儿？”一番苦口婆心的劝说，终
于让女方父母松了口。

俗话说，移山填海易，移风易俗
难。移风易俗的“第一枪”先在李瑞红
的家打响。2007 年，听说李瑞红要去竞
选村支部书记，她的丈夫宋月全却扯开
了后腿：“女人当家，房倒屋塌。你快拉
倒吧！”年底，李瑞红顺利当选，她上任
后第一件事就是推动移风易俗工作，不
成想，宋月全又唱开了对台戏：“人争一
口气，佛争一炷香。人生大事不声不响
的，那还不让人戳断脊梁骨？”李瑞红就

跟上过大学的儿子宋继孔一起做丈夫的
思想工作，把话说明、把账算清，最
后，丈夫也接受了新的理念。2008 年 2
月，李瑞红在村里成立红白理事会，并

结合村实际情况制定 《红白理事会章
程》。丈夫主动加入到红白理事会中，帮
着妻子一起去做工作。

红白理事会成立才一星期，就赶上了

论辈分该叫李瑞红大奶奶的宋俊为要结
婚。“大奶奶，咱可别拿自己人先开刀啊！”
宋俊为苦笑着央求李瑞红。李瑞红苦口
婆心：“把钱省在自己腰包里，有啥不好？
再说，我给你网开一面，那以后这工作可
咋开展？”李瑞红又把儿子宋继孔“搬来”
做宋俊为的工作。最终，婚礼如期从简举
行。婚后一算账，宋俊为打心眼里感激李
瑞红：“这次听大奶奶的话，按照章程从简
办事，不仅节省了钱财避免了浪费，也给
自己省了不少麻烦事。”

2014 年 ， 李 瑞 红 家 里 老 人 去 世 ，
家族主张把葬礼办得场面大一些。这
时，李瑞红的丈夫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祭而丰不如养之厚，老人生前尽到孝
心就够了，村里定了移风易俗的规章制
度，瑞红就该带头执行。”老人的一场
简单追悼会，平息了村里的很多闲言
碎语。

如今，谁家要操办红白喜事，都希望
李瑞红一家人去帮忙。在她一家人的带
领和劝导下，村民们积极响应、按章办
事，新事新办、丧事简办率达 95%以上，5
年来共为村民节省上百万元大操大办
费用。

罗振宇的知识付费逻辑
徐 达

“既然能为手机、汽车、电饭煲开发布会，为什么不能

为知识开？”日前，得到 App 创始人罗振宇通过深圳卫视

和优酷直播了他的知识发布会。在这场主题为“向终身

学习者致敬”的发布会上，罗振宇携手 7 位“知识生产者”

及特邀嘉宾曾鸣，共同发布了 12款知识产品。

这也是知识付费从业者首度尝试为知识产品召开发

布会。无独有偶，知乎近期也上线了知识市场，用户可

在此入口对知乎 Live、知乎书店和付费咨询等所有付费

产品直接购买，率先开启知识付费的电商化时代。

互联网时代，各式内容爆炸式涌现，大量摄入重复

低质内容，无疑增加了各种机会成本。由此，消费者为

优质内容付费的意愿就被激发出来。腾讯旗下研究机构

企鹅智酷的数据显示，超五成网民曾有过以不同形式为

知识“埋单”的行为。自 2016 年起，知乎、得到、分

答等为代表的知识付费平台兴起，也涌现出诸多知识付

费的爆款产品。随着知识付费的普及，这一链条上的平

台价值也将越来越大，有业内人士预言在此领域也许会

诞生下一个独角兽。知识付费有巨大的市场前景，但随

着市场下沉及产业链拓展，行业的竞争越发激烈。靠名

人效应和噱头吸引流量，是不少知识付费平台初期快速

占领市场的手段之一，但如何才能更长久地留住消

费者？

当知识需要付费获取，消费者获取的知识是否物有

所值就变得十分关键。因而，要成为知识付费领域较长

远的赢家，必须以优质的内容为基石。知识付费从业者

要围绕用户精心打造真正好的付费产品，不断提升用户

满意度及黏性，并让优质的内容获得更多流通机会，才

能获得制胜的先机。此外，如何规范地完成知识产品的

商品化，以及如何应对线上版权保护困境等，也是未来

知识付费需要面对的问题。

姚仁汉（右四）与援疆教师们一起在宁波援疆指挥部庆祝教师节。 （资料图片）

李瑞红 （前排左二） 与村民一起制作剪纸，向村民传播喜事俭办、喜事新办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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