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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祖国边陲雪域高原的姐妹花卓嘎、央宗：

“家在玉麦，国是中国”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代 玲

“我期盼每个学生都
能成才，我愿为他们搭建
成长平台，希望他们都能
快乐成长”，这是海南省商
业学校德育教师、副校长
卢桂英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

卢桂英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为了学生
们快乐成长，她放弃到大
学任教扎根在职教一线。
31 年 来 ，卢 桂 英 桃 李 芬
芳，学生们深受各行各业
用人单位的欢迎。

“教学中严师般苛刻，
生活中慈母般温暖”，这是
卢桂英留给学生们的深刻
印象。

“她始终把教学、传道
授业及学生培养放在第一
位，严格、负责，大家对卢
老师都是从敬畏到敬爱。”
学校教务处副主任张锋
利说。

早在2000年，张锋利
从陕西西安来到海南省商
业学校就读。寒假期间，
张锋利与几个离家远的同
学没有回家，留在学校勤
工俭学。卢桂英知道后，
春节将他们接到自己家里
一起过年。

“卢老师邀请我们到
她家洗热水澡、吃年夜饭，
和她的家人一起过年，让
我们觉得就像在自己家里
一 样 温 暖 ，我 们 非 常 感
动。”张锋利回忆起多年前
的那个除夕夜，依然心存感激与温暖。

“心中有爱，以爱育爱”，是卢桂英 31 年来一直
坚守的工作理念，既教学生学习，又教学生做事，还
教学生做人。

课堂教学中，卢桂英特别注意尊重和启发学
生。在一次“人生观、价值观拍卖会”的德育课教学
上，一位经常迟到旷课的学生为了跟同学斗气，倾其
所有购买了友情，虽然他的做法令卢老师不认同，但
卢桂英还是在全班同学面前表扬了他，说他看重友
情，让同学们都跟他交朋友。想不到，这一句表扬起
到了催化剂作用，那名学生从此再也没有迟到，学习
成绩也稳步提升。

后来，那名学生在学校操场遇到卢桂英，主动对
她说“卢老师，您是第一个在班里表扬我的老师。”这
件事让卢桂英更加明白，教师的关爱对学生是多么
重要，老师的一个眼神、一个动作都可能改变学生的
一生。从此，卢桂英更加坚定了“爱是最重要的教
育”理念。

卢桂英几十年如一日，淡泊名利，放弃到高职、
大学高就的机会，在中职教育中勤奋耕耘。无论是
担任班主任、学校中层干部还是分管教学副校长，她
始终坚持在一线教学，将学生健康成长放在首位。

卢桂英说，她成为副校长之后，责任比以前大得
多，也很累，但只要与同学们在一起，那份快乐感就
足以使所有疲劳烟消云散。

调研先行，改革创新，卢桂英率先制定了海南中
职德育课堂教学评价机制，将德育课堂教学评价由
单一的课堂评价转为学校、企业、社会、政府“四位一
体”的评价模式，有效促进了德育课堂教学改革。

为获取一份科学的改革报告，卢桂英带领几名
教师用两年时间走遍了海南省的每一所中职学校，采
用听评课、教师座谈、学生座谈及调查问卷方式，对全
省中职校德育课堂教学作调研并写出调研报告，报告
中呈现的数据为海南中职德育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
参考。同时，根据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在 2016年至
2017年，有针对性地对全省德育教师专题培训8次，
有效提升了德育教师的业务水平、科研水平，并在全
省推行德育课堂教学评价机制改革，将学生在课堂外
的具体表现纳入德育教学评价之中，提高了学生学习
德育课的兴趣，做到知与行的考核统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卢桂英不仅收获了业绩，
也获得了许多荣誉。2009 年，被省教育厅、省人力
资源保障厅评为全省模范教师，同年还被省教育厅、
省妇联评为巾帼建功标兵；2010 年，被教育部评为
全国中职德育先进个人；2014 年，被教育部评为全
国中小学优秀德育课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同年被海
南省教育厅评为省级骨干教师及海南省中等职业学
校专业带头人（培养对象）德育工作室负责人；2016
年，经省教育厅推荐，被海南省政府任命为中职特级
教师；2018年，获得全国教书育人楷模荣誉称号。

“这些荣誉不只属于我，在这条路上，还有许许
多多的优秀教师在耕耘、奉献。我们希望能为学生
搭建平台，快乐成长，让他们也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卢桂英说出了对职业教育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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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过喜马拉雅的崇山峻岭，透过云雾
缭绕的日拉雪山，远远望去，是全国人口
最少的山南市隆子县玉麦乡的一个小村
庄，也是卓嘎和央宗姐妹居住了几十年的
家。半个世纪以来，在父亲桑杰曲巴的带
领下，父女三人以放牧为生，守护着数千
平方公里的国土。姐妹两人就像扎根雪
域的格桑花一样盛开在祖国边陲。

10月份的一天，卓嘎、央宗姐妹俩背
着装有糌粑、国旗等物品的布包，相约一
起去巡边。身材娇小的是姐姐卓嘎，性格
腼腆，十分爱笑。妹妹央宗身材高挑，性
格泼辣，做事爽利。

放牧巡边、守护国土是姐妹俩坚持多
年的习惯，沿着阿爸的足迹，无论走到哪
里，姐妹俩就将国旗插在哪里。他们一家
人用自己的故事告诉大家“家是玉麦，国
是中国”。

“三人乡”也不能让国土少
了一分

1962 年至 1996 年间的 34 年里，卓
嘎、央宗姐妹在父亲的带领下，先后加入
中国共产党，并组成“三人乡”，放牧巡山，
坚守在祖国边陲广袤的森林和牧场间。

被重峦叠嶂的喜马拉雅山脉包围，玉麦
乡其实离隆子县城的直线距离不过40公
里。可是，以前想要进出玉麦却并不容易。
两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横亘在玉麦人
出山的路上，运气好的话一趟要走十几个小
时，如果遇到极端天气就别想进出了。

在玉麦乡，每年有260多天是雨雪天
气，每年的 11 月初至次年 5 月底大雪封
山。由于山高谷深，玉麦能耕种的土地有
限，各种物资供给全靠从山外运进来。

在这样的地方坚守，既要忍受着物资
的匮乏，也要克服一年有大半年与外界隔
绝的孤苦。

小时候的卓嘎、央宗特别渴望大山外
的世界，不太理解父亲的行为。特别是政
府已经帮助他们一家搬到了条件稍好的
曲松村，可是却被担任玉麦乡乡长的父亲
带着家人赶着牛羊又回到了玉麦。

“阿爸说他这个乡长连自己的家都守
不好怎么守好祖国的土地。”卓嘎说父亲
桑杰曲巴教导他们放牧也是为祖国守边
疆。“这是国家的土地，我们要守好！”父亲
的话印在了卓嘎和央宗幼小的心里。

姐妹俩记得，阿爸每次去山外开会，
都会给她们带回一些山外好吃、好玩的东
西；还会给他们传达上级的指示。

有一次，桑杰曲巴外出开会，买回了
红布和黄布。姐妹俩高兴地以为阿爸要
给她们缝制新衣裳了，可是看到阿爸在两
块布上比来比去，量了又量，随后用剪刀
把红布裁成方方正正的一块儿，又在黄布

上一颗颗剪出五角星。
央宗记得，平日里慈祥的阿爸那天一

脸严肃，不说话，全部的心思都在手里的一
针一线上。终于缝好了。桑杰曲巴把孩子
们叫到身旁，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这是
中国最宝贵的东西，是我们的国旗！”

那一天，鲜艳的五星红旗插在了卓嘎
和央宗家的屋顶，成为玉麦河谷里最靓丽
的一抹红。

那一天，卓嘎姐妹懂得了“家是玉麦、
国是中国”。

央宗15岁那年冬天大雪纷飞，阿爸送
生病的阿妈外出就诊，在翻越日拉雪山的
途中阿妈再也没有醒过来。也是在日拉
雪山，卓嘎和央宗的16岁小妹妹被暴风雪
吞噬。但是，桑杰曲巴带着两姐妹仍坚守
在玉麦，“不能走，国土一分也不能少！”

此后，父女三人组成“三人乡”，阿爸
负责巡山放牧，卓嘎姐妹守着家园。

被喜马拉雅包裹、与世隔绝的“三人
乡”是怎样过日子的呢？

一年四季，房子中间用3块石头垒起
来的火塘里火苗不灭，这样才能增加一点
温度。冬天酷寒，除了紧挨着火塘，姐妹
俩只能靠不停劳作才能使手脚增加温度；
每一颗粮食都在大雪未封山时用牦牛驮
进来；因为没有袜子穿，放一天牧回来的
卓嘎和央宗要在靴子里换好几遍干草，保
暖除湿。

那个年代，玉麦南部原始丛林里有孟
加拉虎、豺狼、雪豹和熊等野兽，阿爸每次
去放牧，卓嘎、央宗都提心吊胆。可就算
这么苦，在阿爸坚定信念的指引下，在艰

难生活的磨砺中，姐妹俩把根扎在了这个
3644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扎在了喜马拉
雅的南部，捍卫着神圣国土的尊严。

1988 年，当了 29 年乡长的阿爸退
休，卓嘎接替阿爸的班，一干又是 23 年。
妹妹央宗是副乡长兼妇女主任，一干也是
17年。

守土固边的人越来越多

随着国家日渐强大，玉麦的喜事也渐
渐多了起来。1996 年，玉麦乡有了第一
位党支部书记，山外还迁来两户人家，玉
麦再也不是“三人乡”了。

央宗 27岁、卓嘎 35岁时都分别成了
家。玉麦乡第三代人出生了，他就是央宗
的儿子索郎顿珠。索郎顿珠稍大一点的时
候，也开始随大人们去放牧。在一次次的
翻山越岭、风雪洗礼中，索郎顿珠渐渐懂得
了亲人们守边的坚定信念，他也立志要成
为波啦（爷爷）和妈妈、姨妈那样坚守的人。

2001 年，桑杰曲巴最大的心愿实现
了，玉麦通往山外的公路修好了。他激动
地给第一辆开进来的“铁牦牛”敬献哈达。
也就是在这一年，老人没有遗憾地走了。

“我在这里住了一辈子，你们不要因
为玉麦苦，更不要因为我走了就离开这
里，这是祖辈生活的地方，更是祖国的土
地，一草一木都要看好守好。”这是老人临
终时留给全乡人的遗言。

令央宗欣慰的是，索郎顿珠大学毕业
后选择回到了玉麦乡，他也要像祖辈一样
守护这片神圣的国土。

自公路打通以后，玉麦的日子也一天
一个样。原来的“三人乡”在去年底有了
9 户 32 人。各种好政策也像雨露春风一
样滋润着每一个玉麦人。现在，每户平均
一年能拿到4万元左右边民补贴、生态补
偿等各种补贴收入。玉麦通了大电网，家
家户户都有了车辆，安装了WiFi，像山外
一样，玉麦还流行起了新的支付方式。有
4户人家还开了藏餐馆和家庭旅馆。

2017 年 10 月 29 日，是卓嘎、央宗姐
妹最幸福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给她们
回信了，信中鼓励她们传承爱国守边的精
神，带动更多牧民群众像格桑花一样，扎
根雪域边陲，做神圣国土的守护者，幸福
家园的建设者。

“家在玉麦，国是中国。”在卓嘎、央宗
姐妹眼里，中国是阿爸手中缝过的五星红
旗，是姐妹俩脚下离不开的土地。她们一
家的故事感动了更多人加入到守土固边
队伍中。

如今，走进玉麦乡，为原有 9 户和即
将迁入的47户人家建设的“农家别墅”正
在紧锣密鼓地施工中。届时，全乡户数将
达到56户。

得益于西藏自治区边境小康村建设，
通往玉麦乡的路将进一步改造升级硬化，
卫生室、学校也即将建成完工，基础设施
得到了极大改善。玉麦还被国家旅游局、
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列入 10 条中国“西部
行”自驾游精品旅游线路。

“玉麦变得越来越好了，我们更要守
好这里的一草一木，守好我们的喜马拉
雅。”卓嘎和央宗姐妹说。

“我是大别山牧羊女，这辈子就想着
干成一件事儿：养好羊、卖好羊，带着乡亲
们一天天把日子变得不一样。”从2003年
8月份，刘锦秀返乡创业，组建合作社、带
领乡民养殖黑山羊，到如今已经带领大别
山 7700 多户养殖户脱贫致富。大别山

“牧羊女”，变成精准扶贫的“领头羊”。
1993年春节后，因为家境贫寒，年仅

13 岁的刘锦秀揣着母亲的身份证和 50
元钱，踏上了外出打工路。

刘锦秀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缫丝
厂做女工。从小生活艰苦的刘锦秀不怕
苦，却怕被人瞧不起，她立志要摆脱贫困，
要过一种不一样的人生。

她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学习，练习普通
话。通过自学，她取得大学文凭。在她离
开那家工厂时，已经成为老板倚重的中层
管理人员。

辞去工厂的工作
后，刘锦秀开始自主
创业。开小饭馆、服
装 店 ，做 物 流 公 司
……通过艰苦打拼，
到 2003 年她已经事
业上小有成就。

“在城市，房子有
了，车子有了，孩子也
有了，但我总觉得似
乎还缺少点儿什么？
可一回到罗田老家，
踩着泥巴路，听到牛
羊叫，到垸前屋后转
一转，闻着炊烟味，身
心就释然了。我才发

现，无论离家多远、多久，我的心和我的根
永远在这片山里。”刘锦秀感慨道。

经过市场调查，刘锦秀发现大别山区
林间草场资源丰富，很适合养羊。她决定
返乡创业，带领乡亲们一起养黑山羊
脱贫。

万事开头难。由于不懂技术，选种不
当，前两年一直在赔钱。慢慢地刘锦秀学
会了给羊打针喂药接生，学会了科学改造
羊圈，学会了选种育种，还初步建立了销
售渠道，养殖渐渐有了起色。第三年，刘
锦秀挣到了第一笔钱，她看到了带领乡亲
们致富的曙光。

刘锦秀的成功点燃了乡亲们的热情，
她成立黑山羊养殖合作社后，四邻八舍的
乡亲们都跟着她干起来。2015 年，脱贫
攻坚战打响，刘锦秀与200多户建档立卡
贫困户建立了养羊帮扶关系。

贫困户张艳华两口子返乡创业也养
起了羊，因为缺技术少经验，跟刘锦秀当
初一样并不成功。听说了他的事后，刘锦
秀主动上门传送养羊经，送优良品种。在
刘锦秀的帮助下，张艳华的养殖业渐渐走
上正轨，成为合作社成员，并很快带起了
9 户贫困户。2016 年张艳华养羊收入达
18万元，不仅脱了贫还致了富。

作为合作社的“领头羊”，为了优化品
种，刘锦秀跑遍了多个省市，引进了南江
黄羊和波尔山公羊，与大别山黑山羊母本
杂交，在不改变黑山羊肉质的情况下，提
高了黑山羊的成长速度和个头。

为了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得
益彰，在精准扶贫大决战中，她推广林下
种草养羊模式。通过实施天然草地改良、
板栗林下种草养羊和稻田种草示范，带动
养羊户种草2万多亩，不仅解决了养羊户
青饲料四季均衡供应，保证黑山羊四季均
衡增膘，还为大别山近百万亩板栗林开辟
了一条种草养畜立体开发的新途径。

为了解决销售难问题，2011年，刘锦
秀注册成立了湖北名羊农业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建立了年屠宰加工 30 万只肉羊
的现代化肉类食品加工项目；为了让黑山
羊走出大山，刘锦秀注册了“薄金寨”“三
里美”羊肉商标，通过农业部无公害农产
品产地认定、产品认证和国家绿色食品
认证。

如今，名羊公司暨合作社联系带动大
别山区山羊养殖户 7700 多家，形成了以
罗田为核心跨县域连片发展的大别山肉
羊商品生产基地。社员户年出栏肉羊15
万只，总产值近亿元。

随着大别山黑山羊系列产品远销大
江南北，罗田山沟沟里的“牧羊女”带领农
民靠养羊脱贫奔小康的故事渐渐传播开
来，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
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2017 年全国脱贫
攻坚奉献奖，刘锦秀头顶光环。

当全国脱贫攻坚战斗号角吹响时，刘
锦秀决心全力以赴参与罗田精准扶贫。

在市县政府的支持下，刘锦秀参与
“政府主导、金融支撑、保险保障、企业服
务、农民养羊”的“五位一体”产业扶贫模
式，主动承担市场主体的责任，成为政府
抓黑山羊产业脱贫的依托，成为贫困农户
脱贫致富的依靠，为他们提供产前、产中
全程技术和回收等10项服务。一大批贫
困户跟着刘锦秀养羊走上脱贫致富路。

刘锦秀还瞄准高端消费市场，创新开
展“消费扶贫”活动，为贫困户卖好羊。
2016年起，刘锦秀在北京、武汉建立了羊
肉直销办事处，几百家餐饮企业认购贫困
户的黑山羊，几十家大企业食堂采购名羊
公司的产品，以此助推产业发展，助力贫
困户精准脱贫。

如今“五位一体”产业精准扶贫模式
已被全国推广，“消费扶贫”活动如火如
荼展开。刘锦秀说这是“万里长征只走
了一步”。

“这条养羊路走了15年，对我个人来
讲，我的梦想才刚刚开始起航。脱贫攻坚
已进入最关键的攻坚拔寨期，作为一个产
业的带头人，更多的是压力伴着动力，需
要务实地走好每一步，带动更多的父老乡
亲唱响脱贫致富‘牧羊曲’。”刘锦秀面朝
青翠大山说。

大别山牧羊女刘锦秀：

愿做扶贫“领头羊”
本报记者 郑明桥 柳 洁

右图 央宗在放牧巡

边。 代 玲摄

左图 今年

国庆节前，央宗

给自家换上新的

国旗。

代 玲摄

刘锦秀在放羊。（资料照片）

卢桂英正在给学生上德育课。

本报记者 何 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