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 佳

“哎哎哎⋯⋯”古木森发出特有的喊声。

不一会儿，伴随着鹿铃的叮当响声，十几头

驯鹿如受到召唤般从茂密的森林向他奔来。

古 木 森 侧 身 抚 摸 着 驯 鹿 ， 驯 鹿 则 亲 昵

地在他身上蹭来蹭去。古木森指着这头驯

鹿说：“我管它叫小女朋友，因为它从小就

爱跟着我。”

古 木 森 是 土 生 土 长 的 鄂 温 克 族 人 。 鄂

温克族是跨越中国、俄罗斯而居的“跨界民

族”，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过着狩猎生活，鄂

温克的意思是“住在大山林中的人”。

据统计，鄂温克族现仅存 3 万多人，分

为索伦、通古斯和雅库特 3 个支系。雅库特

支部生活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根河

一带，古木森正是其中一员。

鄂 温 克 族 是 我 国 唯 一 特 许 在 山 林 中 狩

猎、过着半定居半游猎生活的族群。他们世

世 代 代 穿 行 在 大 兴 安 岭 的 林 海 ，以 驯 鹿 代

步，靠饲养驯鹿为生，被称为“中国最后的使

鹿部落”。

9 月，根河市夜晚的温度已经逼近零摄

氏度，一张嘴就能看到白蒙蒙的哈气。清

晨天蒙蒙亮，古木森便驱车从敖鲁古雅前

往猎民点。

敖 鲁 古 雅 ， 意 为 “ 杨 树 林 茂 盛 的 地

方”，是政府为了改善鄂温克族人的生活条

件而建立的聚居点。如今，仅五六排北欧风

的 木 质 小 楼 便 “ 装 下 ” 整 个 雅 库 特 支 部 的

300 个鄂温克人。

发展至今，敖鲁古雅已变成旅游景点，

外地游客可以买门票进入，与驯鹿拍照，参

观鄂温克族人的聚居地。

然而，有些鄂温克族猎人无法适应定居

的生活，他们带着驯鹿重返深山，回到原始

森林建立猎民点。

古木森亦是如此，用他的话来说，“驯鹿

是我们的信仰”。古木森把猎民点选在阿龙山

北麓、金河镇金林林场的原始森林 。一年四

季，古木森会迁徙到不同的猎民点，最近的猎

民点距根河市也有 50 多公里。

古木森刚刚抵达猎民点，藏獒墩墩就摇

着 尾 巴 前 来 迎 接 ， 跟 着 古 木 森 穿 越 林 间 小

路。墩墩是古木森上山寻找驯鹿的最佳伴侣

和帮手。

古木森将驯鹿召唤回来后，便进入撮罗

子给驯鹿做豆饼。简易的撮罗子里，放着一

些厨具、炊具和两张行军床，这些物品满足

了古木森最基本的生活所需。

“刚开始上山很不适应，什么都要自己

做。”古木森回忆，2015 年，刚从北京回到

家乡时，他难以适应“原始”的生活方式，

要自己砍柴生火、打水做饭、搭建房屋。

在北京卖了 4 年钻石，虽然收入不错，但

日复一日单调的生活，让古木森愈发思念家

乡。2015 年，听闻家乡开始建设驯鹿引种繁

育中心和改良站，毕业于内蒙古农业大学兽

医专业的古木森决定回家。

“刚进山的时候经常迷路，找不见道。”古

木森说，自己之前也没养过鹿，刚来改良站

时，什么都要从头学起，向改良站里养过鹿的

老人学习，购买驯鹿养殖方面的书籍看。

古木森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

录着驯鹿的采食习性、患病症状和用药效果。

其中有这样一个案例，古木森观察到各个猎

民点都有母鹿丢弃仔鹿的情况。春季是驯鹿

产羔的季节，如果仔鹿出生后不能吃上第一

口母乳，母鹿就会抛弃这个幼崽。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当仔鹿出生时，古

木森会设法让仔鹿吃上第一口奶，并拍打仔

鹿让它叫出声，母鹿听到叫声就会把仔鹿带

在身边。古木森还发现，母鹿采食回来时，

不 仅 靠 气 味 找 到 自 己 的 孩 子 ， 也 靠 声 音 分

辨。这一结论得到中国农科院特种动物研究

所专家的肯定。

如今，古木森已经熟知驯鹿的习性。他

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深山里度过，一年四季都

有不同的任务要完成。妻子丹妮和小儿子佳

尔塔也在这里生活，与驯鹿为伴。

春天，母鹿生产时会离开鹿群，独自寻找

地方生产，古木森要做的就是找到适合生产

的地方，再把刚出生的健康小驯鹿撵回鹿群，

驯化其野性；夏天，要点山毛草帮助驯鹿驱赶

蚊子；秋天是驯鹿的发情期，古木森要上山寻

找驯鹿，防止公鹿失控跑得太远，“遇到野兽、

陷阱，会有危险”。冬季便开始放养过冬，沿着

脚印就能轻松地找到驯鹿，每隔半个月给驯

鹿喂盐和豆饼，补充驯鹿所需营养。

生活在深山里，没有电、没有信号，闲暇

时 间 ，古 木 森 会 画 画 ， 看 鄂 温 克 族 的 历 史

书，了解鄂温克族的生活习惯和民族文化。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并了解鄂温克族，古

木森也会发一些短视频，拍自己身边的事，

记录生活。

2018 年 4 月的一天凌晨 4 点多，古木森

听到母鹿发出危险的求救信号，立马起床跟

着母鹿上山，发现刚出生没多久的小鹿被猞

猁抓伤了，他随手拍摄了上山找鹿的过程，

发到了网上。

此后，古木森看到很多网友对驯鹿感兴

趣，对鄂温克族和“使鹿文化”充满好奇。截

至目前，古木森在抖音发布了 160 多条短视

频，有 20 多万名粉丝，获得 400 多万次点赞。

“我不是网红，它们才是网红。”古木森

说拍摄短视频不是想当网红，就是单纯为了

记录生活。

“养的时间越久，就越放不下驯鹿。”古

木森说自己再也不会离开大山，但是他也发

现很少有年轻人愿意上山，大多数年轻人接

受不了山里的生活。

“年轻人要是都像他一样就好了，都不

愿意上山，那鹿谁管呀？”古木森的奶奶达

玛拉十分担忧驯鹿的未来。

达玛拉看着自家养的驯鹿一点点变少，

感叹道：“我不行了，老了，还要靠年轻人。”

当问及古木森想不想让儿子佳尔塔长大

后也生活在深山里养驯鹿，古木森说，虽然山

上条件艰苦又危险，也不想让佳尔塔受苦，但

是“都不想，那鹿谁养？千百年养下来的驯鹿，

不能就这么没了”。

如今，古木森开始组织研学旅行，让小朋

友和驯鹿亲密接触，教他们打列巴、做撮罗

子，给小朋友讲鄂温克族的历史和文化。古木

森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坚守、传承鄂温克族文

化，他也相信家乡的机会越来越多，一定会有

更多年轻人愿意回来。

从繁华都市回到山林深处

“使鹿部落”的青年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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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李 怡

2020 年 ，同 一 所 中 学 ，走 出 了 青 海 玉

树藏族自治州 3 名高考状元。来自北师大

大兴附属中学“北京班”的 3 个姑娘——白

玛才吉、俄总、曲周桑毛分别摘得玉树州藏

理科状元、藏文科状元和英文科状元。

这一年，北京对口支援玉树教育的“北

京班”，纷纷交出了“闪亮”的成绩单：北师

大大兴附属中学本科上线率为 84%，北大

附 属 实 验 学 校 本 科 上 线 率 达 97.50%⋯⋯

一位玉树教师对记者感慨，“北京班”寄托

了全州人民的希望。

“爸爸虽然没上过学，但是他总会说，

只有知识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上了学，以

后就要靠知识来吃饭。”独自在北京求学，

白玛才吉始终牢牢记着父亲的这句话。

10 年来，许许多多像白玛才吉这样的

玉树学子，因“北京班”改变了命运。

2010 年玉树“4·14”地震发生后，北京

市第一时间参与玉树灾后重建，并随后拉

开了全面对口支援玉树的序幕。两地牵手

10 年来，北京市累计投入对口支援资金

47 亿元，助力玉树州 12.97 万贫困人口脱

贫。“特别是在教育援玉过程中，北京与

玉 树 共 同 探 索 了 ‘ 异 地 办 班 ’‘ 异 地 办

校’‘异地培养’等模式，一批批援青教

师还给玉树带来了‘北京方案’，不仅弥

补了玉树基础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短板，

更有效阻断了民族欠发达地区代际贫困传

递。”北京援青指挥部党委委员、玉树州委

组织部副部长马晨说。

“北京班”的成长故事

前不久，俄总的大一秋季学期刚刚画

上句号。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

就读于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

学学院的俄总，结束了自己的期末考试，在

等待该校计算机专业的好友白玛才吉考完

试。从“北京班”结下友谊的两个小伙伴，约

好放假一起回玉树。

玉 树 学 子 和“ 北 京 班 ”的 故 事 ，始 于

2010 年玉树“4·14”地震。由于州内学校损

毁严重，2010 年，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开始

接收玉树重灾区初中以上学生就读。2015
年，玉树州初中毕业生出现井喷式增长，州

内高中学位不足。在北京对口支援下，玉树

制定“异地办学千人计划”，形成了“异地办

班”模式。“异地办班”使玉树州内学生能够

获得包括北京、辽宁、四川等省份的优质教

育资源，教学效果立竿见影，异地就读的高

中毕业生本科上线率显著高于州内高中。

俄总告诉记者，她的梦想就是到外地

读书。然而初到“北京班”的月考，给了她

一次沉重的打击。从那时开始，成绩的压

力就变成她的动力。而她前进的步伐，不

只激励自己，还给在四川异地班读高中的

妹妹以力量。“我高考一结束，妹妹就马

上给我打电话，要我把所有笔记和书都寄

给她。”妹妹到异地班读书后，俄总明显

感受到她学习态度的转变。

同样受到身边“学霸”鼓励的还有白

玛才吉。白玛才吉的哥哥曾就读于辽宁盘

锦的异地高中“辽宁班”，现在是西南大

学行政管理专业的本科生。“哥哥鼓励我

去内地的中学学习，这样能有更广阔的平

台和更多选择。”

曲周桑毛小学毕业后便离开家乡，初

高中先后就读于北大附属实验学校、北师

大大兴附属中学。曲周桑毛的高考是民考

汉，即在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

考试时，使用汉语言文字答卷。相较于民

考民 （少数民族学生在参加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统一招生考试时，使用本民族文字答
卷——记者注） 考生，民考汉考生在高考

志愿填报上，可以报考运用汉语言文字授

课 的 普 通 高 等 学 校 或 专 业 。 不 过 更 多 选

项，也意味着要付出更多努力，但这些课

业压力，曲周桑毛并不视为困扰。

回望 6 年的“北京班”中学时光，曲周

桑毛觉得自己的关键词是“成长”。从初中

起就在“北京班”读书，她在异地求学的过

程中慢慢找到了奋斗的目标，变得自律、

努力。如今，曲周桑毛又从“北京班”来

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校的环境、

设施都很棒，最主要的是这里藏学氛围浓

厚，有亲切感。”曲周桑毛还加入了学生会

和合唱团，“大学生活应该更充实一点”。

“异地培养”不断升级

玉树州高三年级第二次联考成绩出来

了，玉树州民族中学数学教师楼阳和州教

育 局 教 研 室 的 同 事 忙 着 进 行 联 考 全 面 分

析 。 与 此 前 不 同 的 是 ， 这 次 州 内 与 一 个

“北京班”共同阅卷，两地近距离教育切

磋。对楼阳而言，这大有裨益。

2018 年 ， 楼 阳 作 为 第 二 批 “3 · 30”

人才计划选派的教育系统代表之一，来到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进修 1 年。所受触

动之大，楼阳记忆犹新。“我们以往教学

都是凭经验和感觉，但在进修时接触到先

进的教育理念，让我们惊掉了下巴。”

重回讲台后，他调整了教学方式和课

程设计，“重点不只放在结论，更在知识

产生的过程”。

自 2017 年起，玉树州委组织部在北京

对口支援的支持下推进“3·30”人才计划，

连续 3 年每年挑选 10 名本州优秀人才到北

京高校进行为期 1 年的研究生课程跟班就

读 。2020 年，这一异地培养人才计划有了

“3·45”升级版——玉树本土专业技术人才

培训工程共选拔医疗卫生、生态畜牧、环境

保护、教育等领域具有培养潜力的 15 名年

轻专业技术人才赴北京高校脱产进修。

“造血才是长久之计。”北京援青干部、

玉树州教育局副局长王家兵介绍说，作为

升级版，“3·45”计划拓展辐射范围，进一步

培养本土人才。其中，选派 9 名医疗卫生系

统学员前往首都医科大学；在教育系统，选

派两名高中教师在首都师范大学进修。

这是玉树州第四民族高级中学藏文教

师生格江保第一次到北京学习，“我很珍惜

这次机会，如果自己考的话，无论是学习水

平还是经济能力，都是相当难的”。生格

江 保 已 有 4 年 教 龄 ，“ 我 们 学 校 比 较 新 ，

教师年轻化，还在起步阶段”。

“ 从 教 10 年 ， 在 我 瓶 颈 期 到 来 的 时

候 ， 有 这 样 一 次 培 训 ， 我 感 到 特 别 幸

运。”玉树州第二民族高级中学历史教师

郭墨表示，面对学生和学校管理，有时会

感到力不从心，“觉得很匮乏，尤其是教

学理论和方法”。

两名玉树高中教师带着各自在教学实

践中的困惑，遇见了导师田汉族教授和王

海燕教授。

这学期每周四下午，田汉族专门为两

名玉树教师安排了学术课堂。“在田教授

那 里 ， 我 想 不 开 的 问 题 都 变 得 那 么 简

单。”在生格江保看来，日常工作中的问

题得到教育专家的解答点拨，是特别大的

收获。“看到前沿的东西，感觉自己在闭

门造车。”生格江保说，“现在我对课程设

置有一些思路，方向也更加明确了。”

援青教师带来“北京方案”

曾经，在北京怀柔区第一中学高中数

学教师李悦的印象里，玉树很遥远，“第一

次听说，是玉树‘4·14’地震的时候”。作为

北京市第五批援青教师 5 人团队的成员，

85 后教师李悦在前往玉树州第四民族高

级中学前，作足了准备。“我把在北京这些

年的教学资料都做了整理，希望起码在资

源上能够给当地老师提供方便，实践证明

确实起到很大作用。”

在玉树州第四民族高级中学支教一学

期，李悦已熟悉了玉树的工作节奏和本地

教师的教学方式，四高的教师相对年轻，基

本上没有高三的教学经历，对高考的把握

欠缺经验。为此，北京市第五批援青教师团

队根据四高的教学情况，制订了抓高三备

考和教研组建设双管齐下的优化方案。

刚过去的这一学期，已有 11 年教龄的

李悦，带领 9 位高三数学教师，狂刷近 5 年

的高考及模拟题，“筛过的题拿到教研组共

享，看这些题适不适合学生。合适的就可以

形成校本材料，下一届老师也能受益。”

这些经教研组讨论、筛选过的题，成

为四高高三学生的专题练习。“我们会涉

及到每一个知识点，通过反复的练习，来

加深记忆。争取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

把能拿到的分数拿到。”李悦说。

这学期，来自景山学校京西实验学校

的 90 后高中语文教师张新雪则投入钻研

中国少数民族汉语水平等级考试（MHK）

的教材教辅。四高的高三考生大多选的是

民考民，张新雪看到之前的 MHK 备考计

划较为简略，她决心尽自己的一分力，帮助

高三老师制订备考计划。

“师生关系拉近，让学生信任你，对帮

助 他 们 提 升 语 文 写 作 和 思 考 是 很 有 帮 助

的。”张新雪发现在课堂上多互动多鼓励，

腼腆的学生也能很热情勇敢。一次示范课

上，张新雪教了同学们如何运用比较的汉

语句型，高三 6 班的学生桑求虽然一开始

害羞，但参与了课堂互动，课后还主动找

她请教提高汉语写作的方法。

北京援青教师来后，各个学科在短时

间内建立起备课组。每周的备课活动中，

教师们从最开始把握课程的重点难点、教

学 进 度 ， 到 利 用 教 研 活 动 的 时 间 进 行 磨

课，一件件地落实到位。

当地教师对教学的认真，让张新雪深

受触动，“我们讨论修改课件和教案，进行

了三四轮，教师尕玛永德旺江都作了准备，

每一次都是全新的手写版，特别细致”。

“刚刚进教研组时，老师对磨课还没有

体会 。”李悦说，经过一学期的教学接触，

“数学教研组的氛围越来越好，交流的机会

也越来越多”。

在四高兼任教学副校长的李悦看来，

“我们主要的原则是不打乱学校整体的教

学计划，来配合教学。”北京援青教师是要

为四高提供“北京方案”的，“我们也会跟自

己所在北京学校的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交流对四高教学情况的建议”。

秋季学期告一段落，各项教学工作已

稳步推进。这些援青教师对当地为数不多

的不适应，大约是不可避免的高原反应。

“主要是失眠。”李悦对记者说，为了

让 她 全 力 投 入 援 青 支 教 ， 丈 夫 放 弃 了 工

作，在家照顾年幼的孩子。“当时考虑了

很多，也从来没有离家那么远，心里是害

怕的。但作为党员干部，没有理由退缩。”

张新雪同样因失眠而煎熬，“冬天含

氧量更低，现在过了半夜 12 点，我再睡

不着就吃一片安眠药。”刚开始，家人担

心她身体偏瘦，适应不了高原的生活，但

还是尊重了她的选择，因为这和她从事教

育事业的初心有关。

就像张新雪描述她初见玉树的那样，

“特别蓝的天空，漫山的牦牛群，心情一

下子就畅快起来”。

跨越十年的教育“牵手”
让玉树学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口述：支教志愿者 丁 楠
整理：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雅娟

我叫丁楠，原先是做广告文案工作的，一次支教经历改变了我的职业

规划，让我想成为一名教师。

2019 年春节，我去贵州旅游，在大巴车上听导游介绍说，以前有些

比较穷的地方，房子没有盖完，连门窗都没装，人就住进去了。当时听了

觉得挺伤感，回来后就有了支教的想法。

我辞了职，在网上找了一个民间支教组织，报名后通过了笔试、面试，

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的一所小学。

到学校之前，我想自己只负责给他们把课上好、把作业批好就可以了，其他

的我不太想管，也不想让自己太累。每次别的教师问我：你是想跟他们的距离拉

得近一点还是远一点？我都说，我就是来上课的，我想和学生保持距离。

但对这些孩子来说，我既是姐姐又是妈妈。他们特别依赖我，哭了会跑过来

找我安慰。这里留守儿童很多，家长长期在外打工，在家的时间很少。

有的小女孩早上没扎头发，头发乱糟糟的像个鸡窝就跑来上课了，我就

会帮她们扎头发。有时候还帮他们剪指甲，平常有时间也会帮他们洗头。

我班上有 44 个学生，有的孩子住得很远。我们上午 9 点上课，他们 5
点就要起床，先干农活、喂鸡喂猪，然后六七点走过来。有个支教教师开

玩笑说：如果要我走这么多山路上学，我就不改变命运了。

第一次去家访的时候，我感觉很震撼。有的孩子家里真的很穷，进去后有一

张床，旁边堆着一些玉米，火塘上面有一口锅，锅边杂七杂八地放着切好的蔬菜。

但是现在好多了，支教这一年，我眼看着他们从以前的土坯房搬进砖房，住得更

安全，也更舒服。这边有各种扶贫项目，我在路边搭车时经常遇到扶贫干部。

但这里的家长不怎么关心孩子的学习，几乎没人找我问过孩子的成

绩，都是我主动加家长的微信，然后告诉他们的。后来我每周都去家访，

全班学生家里我都去了一遍，也遇到过很危险的情况。有一次我从学生家

出来，下到半山腰手机突然没电关机了。我没有手电筒，也不太认识路，

喊了半天都没人应。那时候天很冷，我甚至有些绝望。后来幸好学生听见

了我呼救，给我送来了手电筒。

其实我原来不喜欢小孩，但是跟他们在一起，我觉得特别快乐。孩子

们告诉我，这边的桑葚熟了，那边的猕猴桃熟了，我们就会去摘。那些

山，他们已爬过无数遍，还是会邀请我一起去爬。

全校七八个教师，除了校长长期在这里工作，剩下的都是支教教师。

公益组织要求支教教师最少待满一学期，第一学期结束后，我还没决定要不

要继续支教，回到家乡武汉后不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我每天待在家里，看

新闻哭，想孩子们想得也哭。后来，我决定回去，心里顿时轻松了。

得益于爱心企业的捐赠，学校的硬件设施还可以。黑板滑开，后面就

是联网的触屏，但是平时很少用。

不过，孩子们在家的学习环境不太好。有的学生家里的灯特别昏暗，

就在房子外面的石头上写作业。有的学生家院子里有鸡、猪、牛、羊，有

时竟听学生说作业被羊吃了，真是让人哭笑不得。有时作业还会被烧掉，

彝族人家里一般有个火塘，就在那上面做饭取暖。冬天围在火塘旁边，可

能一不小心作业掉进去就烧了。

直到现在，还有孩子给我打电话。有个小女孩经常联系我，其实我们

只是聊聊天气好不好、作业做完了没，却都舍不得挂电话。

记得最后一堂课上，我跟孩子们说，不管你们以后过得快乐还是悲

伤，我心里都会有一个地方给你们，希望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这会给你

们一些力量。班上有几个孩子哭了，我想他们应该是听懂了。

我们在这里“青听”民族教育一线的声音，投稿邮箱：zqbmzjy@
163.com

辞职去支教，
我心里多了一个地方

□ 吕美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仁增多吉走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航

天馆后，瞬间就被这里陈列的一架架飞机吸

引了。“我要考上这所大学，开一架飞机飞

回 家 乡 ， 把 我 的 爸 爸 妈 妈 接 到 这 里 看 一

看。”仁增多吉的话语充满了童趣。

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

走出雪域高原，对于西藏堆龙德庆区中学初

二年级的仁增多吉来说，前往江苏南京就仿

佛 “ 做 了 一 场 梦 ”。2020 年 12 月 16 日 ， 仁

增多吉与 15 名涉藏地区的孩子和 3 名教师跨

越 3700 公里，在南京开启为期一周的游学

之旅。

46 个 小 时 的 车 程 中 ， 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小老师”一直陪伴在仁

增多吉身旁。该支教团平均每届有 17 名学

生参与，分别服务于西藏拉萨、新疆伊宁、

贵州安顺、四川乐山四地。

在完成好教学任务的同时，各地的“小老

师”也会结合当地实际精心组织活动。其中，

“雪域同心，圆梦金陵”游学活动就是由第 18
届研支团西藏分队队长嘎玛白姆发起的。

从 2016 年开始，在支教地教育部门、学

校和社会的共同支持下，该游学活动至今已

延续 5 年。5 年间，研支团西藏分队的老师带

着 80 多名西藏孩子走出了雪域高原，教育的

格桑花在每一位志愿者和孩子心中盛放。

在前往南京的旅途中，孩子们对一切充

满了好奇，一路上欢声笑语。在仁增多吉的想

象中：“南京肯定没有家乡成群的牦牛。”话音

未落，车厢内的孩子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为了给孩子们留下珍贵的记忆，南航研

支团志愿者提前 1 个多月就开始写策划、定

行程。在南航研支团西藏分队队长张延波等

人的精心规划下，孩子们走进了南京动物园、

海洋馆等“动物王国”，吃遍了灌汤包、鸭血粉

丝汤等特色风味小吃。得知孩子们的到来，张

延波的导师徐海燕、江驹还专门请孩子们吃

了一顿饭，并为每人精心准备了一条围巾。

仁增多吉在乘坐秦淮河的游船时，体验

了一把古诗中的意境。随后，他来到南京市

博物院，感受到古都金陵的风土人情。

但最触动仁增多吉的是在参观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时，走在纪念馆

大厅里，看到种种惨剧，他们纷纷低下头，

自发缅怀在战争中不幸遇难的同胞。

走进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校园是仁增多

吉最新奇的体验。漫步在校园小路上，仁增

多吉开心地一蹦一跳，他说：“原来柳莺老

师就是在这所大学里学习的！”

柳莺是第 21 届研支团成员，也是仁增

多吉曾经的语文老师。在他上初一时，柳莺

经常和他讲南航校园，这些故事让他对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充满憧憬。

高原“格桑花”圆梦金陵

援青教师李悦与玉树学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古木森侧身抚摸驯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石 佳/摄

暖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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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