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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焦

“ 不惧密林深处的豺狼，敢于深海浅滩与蛇蝎作伴，父
母不会永远陪在我身边，我能洗衣做饭，自力更生⋯⋯爸
爸妈妈不要担心，我是勇敢的妞妞。

—— 《勇敢的妞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宋继祥 李永鹏 王增强

路 面 因 为 刚 刚 下 过 的 雨 水 变 得 有 些 泥

泞，走了约半小时的山路后，乡村教师吉布

小龙带着合唱团的“妞妞们”坐在山顶草坪

上 。 他 用 吉 他 伴 奏 ， 9 个 女 孩 围 着 他 放 声 歌

唱：“不惧密林深处的豺狼，敢于深海浅滩与

蛇 蝎 作 伴 ⋯⋯” 不 远 处 的 青 山 峰 峦 起 伏 ， 山

顶上云雾徜徉。

另 一 名 教 师 阿 吾 优 发 趴 在 草 丛 中 ， 用 手

机记录下这一画面。

这 是 “ 妞 妞 合 唱 团 ” 的 表 演 现 场 。 因 为

朗朗上口的旋律以及天真烂漫的歌词，由四

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大槽乡中心小学

的两名教师和 40 多个彝族女孩组成的“妞妞

合唱团”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关注。

一 位 网 友 在 短 视 频 平 台 上 看 到 “ 妞 妞 合

唱团”的表演后留言道：“所有的小朋友眼睛

里都闪着星星。”

因为这群妞妞，他们重燃音乐热情

在 彝 族 家 庭 里 ， 父 母 一 般 把 女 儿 唤 作

“妞妞”。“妞妞合唱团”所在的大槽乡位于凉

山州普格县北部，平均海拔 2011 米，是典型

的彝族村落，村民以种植玉米、马铃薯、水

稻、烤烟、核桃、花椒为生，作为中国最大

的连片贫困地区之一，直到 2020 年 12 月，凉

山州普格县才成功脱贫。

大槽乡中心小学在村口不远处。近年来，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学生们有了明亮的

教室，校园美丽整洁，一进门，便是篮球场和

广场，国旗杆立在中央，带有彝族装饰图案的

两栋教学楼和一栋学生宿舍楼围住广场。在教

学楼背后，是足球场、食堂和教师宿舍。学校

门前就是村里的主干道，最窄处仅能容一辆车

驶过。

2017 年 ， 吉 布 小 龙 来 到 这 所 小 学 教 书 。

他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刚毕业时，他想成为一

名歌手，辗转北京、成都等多个城市，在酒吧驻

过唱，也参加过选秀节目。直到 2011 年他 24 岁

时，父亲偷偷给他报了当地的教师资格考试，他

才 回 到 家 乡 ，成 为 当 地 的 一 名 小 学 教 师 ，6 年

后，调到大槽乡中心小学任教。

“妞妞合唱团”的成立是一个偶然。2018
年，吉布小龙在操场上弹吉他唱歌，几名学生

好奇地凑过来。至此，他便萌生了组建合唱团的

想法，“刚开始时，只有 4 个人，慢慢壮大到几

十人，刚开始也有男生，但很遗憾他们没有坚持

下来。”吉布小龙说。

合 唱 团 也 让 吉 布 小 龙 找 到 了 志 同 道 合 的 伙

伴 ——阿吾优发，他同样来自本地的彝族家庭，

也曾怀揣音乐梦到大城市闯荡。2018 年儿童节前

夕，二人写下了一首原创歌曲《下雨了》，“妞妞合

唱团”带着这首歌在普格县中的文艺演出中亮相，

得到学校的支持，一路发展壮大。

“我们创作的歌曲，源自儿时的记忆和当地

的生活。”吉布小龙说。合唱团的歌曲，均出自

两位老师之手，在慢慢的摸索中，他们也找到了

自己的风格特色。

吉布小龙和阿吾优发合计，根据自己儿时的

记忆和当地的特色，创作彝族儿歌，后来这也成

了合唱团的主要创作方向。

于是，他们开始根据童谣创作歌曲——

“咕噜砸砸格，修好大房子，邀请好朋友来

做客。咕噜砸砸格，我是做饭小能手，美味佳肴

我都能吃完⋯⋯学校生活多快乐，只有知识才能

构筑自己的梦想。”（《咕噜砸砸》）
“狼来了，狼来了，山羊宝宝没有躲！狼来

了，狼来了，山羊妈妈无所畏惧⋯⋯啦啦啦啦啦

耶，团结多可贵，妞妞，团结！”（《狼来了》）

从 沉 默 寡 言 到 敢 笑 敢 唱 ，妞 妞
们找到自信和勇气

正如 《勇敢的妞妞》中所唱的那样，“父母不

会永远陪在我身边，我能洗衣做饭，自力更生⋯⋯

爸爸妈妈不要担心，我是勇敢的妞妞。”“妞妞

们”并不畏惧蛇蝎与豺狼，却害怕因为父母不在

身边的那种孤独。

吉布小龙告诉记者，大槽乡以农业为主，农

忙一旦结束，村民纷纷外出打工，留下孩子独自

上学的情况屡见不鲜。合唱团里孩子的父母大都

外出打工，一年只能回家一两次。这些留守在家

的孩子八九岁便开始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有

时还要帮爷爷奶奶干农活儿。

为此，吉布小龙一度十分担心，父母陪伴的

缺失是否会让孩子们的性格逐渐内向、自闭。作

为乡村教师，他希望用音乐带给他们力量。“参

加合唱团后，妞妞们在音乐的陪伴和网友们的鼓

励下逐渐变得自信开朗了。”他说。

从小父母离婚后，机默就跟随父亲生活，后

来继母又生了 3 个孩子。17 岁的她因为当地“控

辍保学”的政策刚从六年级毕业。

合唱团里年龄最大的机默就像“妈妈”一样，

照顾其他年龄更小的孩子。从家到学校的路途遥

远，她帮助年龄更小的孩子爬山、穿过树林小溪。

她说：“在合唱团的时间是自己最快乐的时光！”

合唱团里的保机莫尔各今年 13 岁，在学校

读五年级，家中一共 4 个孩子，父亲却因为意外

去世，母亲不得不独自撑起这个家。

从家到学校，保机莫尔各需要走两小时的山

路。每天上下学路上，保机莫尔各总会把 《勇敢

的妞妞》 挂在嘴边，不断哼唱。吉布小龙曾告诉

她，这首歌就是为她而写的。从那以后，保机莫

尔各不再害怕阴森的山林与悠长的小路，学习成

绩也不断提升，直至成为班级里的第一名。

一个合唱团的妞妞说：“之前我只有一两个朋

友，但现在全班甚至全学校的同学都是我的朋友。”

妞妞的歌声飞出大凉山

2018 年至今，吉布小龙已经创作了 10 多首

歌曲。这 3 年多来，合唱团从最初只有 4 人的小

团队发展到 40 人的规模。有的学生毕业了，又

不断有新的学生加入进来。“孩子们更加快乐、

勇敢、开朗⋯⋯”看到妞妞们因音乐而改变，吉

布小龙也收获了“作为老师的幸福”。

在社交媒体中分享了孩子们的表演后，这个

小 小 的 合 唱 团 开 始 受 到 人 们 的 关 注 。 2021 年 5
月，吉布小龙分享了一条介绍合唱团的视频，询

问孩子们的愿望。这些愿望都很简单，有人想去

大城市看看，有人想要一把吉他。后来，有网友

直接给他们寄去了吉他和衣服，还用歌词鼓励她

们：“勇敢妞妞，不怕困难。”

随着孩子们的歌声渐渐飞出大凉山，“妞妞合

唱团”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在网络上获得许多网

友点赞。大凉山的深处，远行的步伐因歌声变得不

再艰难。

吉布小龙表示，虽然自己不能改善妞妞们的

生活条件，但音乐却能给予她们鼓励，在她们的

心中种下一颗走出大山的种子。而吉布小龙和阿

吾优发最大的梦想，就是带着孩子们的歌声和希

望走出大山，让她们走上更大的舞台。

□ 付文婷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孙海华

“ 不 服 科 技 ， 真 不 行 ！‘ 七 月

鲜 ’ 红 枣 ， 4 月 嫁 接 、 9 月 收 获 ，

鲜枣、干枣都有电商保底收购。嫁

接前，每亩地收益只有 200 元，现

在亩均收入达到 3000 元以上。”说

话 间 ， 萨 依 巴 格 乡 14 村 第 一 书 记

哈丽再提·海力力竖起了大拇指。

哈丽再提·海力力所在的萨依

巴 格 乡 14 村 ， 位 于 新 疆 喀 什 疏 附

县 。 几 年 前 ， 这 里 还 是 深 度 贫 困

村，100 亩的骏枣园挂果量少、单

果小，口感也不佳，干枣收购价每

公斤只有两元。

2013 年 ，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 学

（以下简称“西农”） 新疆昌吉农

业 （红枣） 综合试验站 （以下简称
“试验站”） 专家在当地调研，发

现这里的气候十分适宜种植西农研

发的“七月鲜”，便提议在此大面

积推广，助力村民脱贫。

由 试 验 站 研 究 员 王 长 柱 历 经

18 年选育而成的“七月鲜”，是在

农历七月成熟的早熟品种，王长柱

因此给它起了这个好听的名字。有

了好品种，还要把技术教给农民。

在 喀 什 英 吾 斯 坦 乡 17 村 ， 有

位远近闻名的“红枣大王”——托

合提·伊斯马伊力。每逢来客人，

他常会讲起一个故事：几年前，托

合 提 专 程 骑 摩 托 车 跑 了 10 公 里 ，

只为邀请西农的专家到他家枣园看

一看。专家来了后，不仅教他生产

管理、肥料使用的知识，还定期跟

踪来园里指导，他家的红枣品质越

来越好。这让托合提更加意识到：

想要种好地，还是得靠科技。

枣农鼓起来的钱包和开心的笑

颜，见证了试验站专家科技兴农的

丰 硕 成 果 。 自 2016 年 起 ，“ 七 月

鲜 ” 进 入 大 面 积 推 广 期 ， 截 至 目

前，已累计推广 8 万亩以上，增收

2.08 亿 元 ， 覆 盖 农 户 3200 户 以

上 。 其 中 ， 曾 经 的 贫 困 户 就 有

2000 余户。

其间，试验站站长韩刚和团队

成员王鸿喆、哈丽娜还积极推进其

他优良品种的引进示范，包括“蛤

蟆枣 1 号”“蜂蜜罐 1 号”“京沧 1 号”等。团队提出了现代宽行

栽培模式，并配套“树形优化调整”“枣草间作增效”“病虫害综

合 防 治 ”等 一 系 列 关 键 技 术 ，累 计 在 疆 示 范 推 广 枣 园 10 万 余

亩，增加综合效益 4500 万余元。

6 年间，试验站为新疆培训农技骨干和职业农民 3500 余人

次，建成了新媒体微信公众平台“西农大新疆红枣微服务”，

指导新疆枣农生产。

“新疆的红枣产业升级，是西农服务民族地区，助力脱贫

攻坚、服务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西农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2005 年 起 ， 西 农 就 开 始 探 索 “ 政 府 推 动 下 ， 以 大 学 为 依 托 ，

以基层技力量为骨干”的大学农业科技推广新模式。其中，经

济相对落后的偏远民族地区正是西农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一个

重点。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西海固高端牛产业发展研究院

也已成为当地少数民族群众致富路上的“领路人”。

作为海原县战略主导产业，肉牛产业也是当地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主要抓手。2017 年 11 月，海

原县人民政府、西农和华润五丰农业开发 （中国） 有限公司签

署三方合作框架协议，共建宁夏西海固高端牛产业发展研究院

（以下简称“研究院”）。研究院成立后，除长期驻点的 20 余

名教师、研究生外，西农相关专业的本科生每年都要来这里进

行至少 1 个月的实践学习。

最近，西农动物科学学院研究生王丽云和同学们来到西海

固，进行犊牛培育关键技术的研究与集成示范推广。通过他们

的努力，原先 6 个月哺乳期的犊牛实现了两个月断奶，推动母

牛生产从 1 年半一胎，提升到了 1 年一胎。

不仅如此，研究院首席专家、西农动物科技学院教授昝林

森还带领团队，帮助当地企业将养殖死亡率控制在 5%以内、

良种率提高了 50%以上，肉牛、奶牛养殖效益提高 30%以上，

使当地养牛业迈向了高端化和现代化。

为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暑假，西农组织 3000
余名师生对新疆、西藏、宁夏、内蒙古等 7 个民族和西北省

区、4.7 万多个乡村展开乡村类型与特征大调查，搭建西北乡

村类型与特征基础信息平台，形成并发布了 《西北乡村类型与

特征调查》 总报告和 7 个省区分报告，率先构建了西北乡村类

型与特征分类指标体系，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提供了理论

指导。

同时，为给农业发展、农村进步培养一大批留得住、用得

上的高素质人才，西农还在全国率先提出“乡村振兴专业研究

生培养计划”，首批招收乡村振兴专项研究生 40 名。教育部于

近日公布的 《学位授予单位 （不含军队单位） 自主设置二级学

科和交叉学科的名单》 中，西农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牵头申报

的“乡村学”获批交叉学科门类下二级学科，成为我国首个

“乡村学”二级交叉学科，也标志着该校在服务乡村振兴道路

上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目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民族 8 省区分别建立了不同形

式的科技助农服务平台，共有试验示范站、基地、科研院等

10 余个，覆盖粮、果、畜、菜等 8 个产业领域。以建在产业一

线的试验示范站 （基地、科研院） 为平台，学校 800 余名多学

科专家常驻农村，为农民提供了看得见、摸得着、学得会的

“活教材”和精准科技服务。

为西部大地播种

﹃
科技兴农

﹄
之花

一所农林院校的乡村振兴实践

口述：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畲族博士 蓝际荣
整理: 杨歆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我叫蓝际荣，是 来 自 浙 江 青 街 畲 族 乡 朱

山村的畲族小伙。我是家乡 第 一 个 畲 族 博 士

生 ， 现 于 武 汉 大 学 资 源 与 环 境 科 学 学 院 侯

浩 波 教 授 课 题 组 攻 读 环 境 科 学与工程系博士

学位。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母读书不

多，但自打我懂事起，他们就教育我：“读书改

变命运。”朱山村是浙南偏远山区的畲族聚集

地之一，年少时家乡交通不便，我每天从家到

乡里的小学，得走 1 个多小时山路。

后 来 我 考 上 了 浙 江 省 的 一 所 重 点 中 学 ，

高中 3 年，我始终忘不了从山上走下来的每一

步。带着父母的期盼和内心的信念，我一路

前行，考入中南民族大学，成为 2012 级水文

与水资源工程专业的一名学生。

“ 绝不能虚度光阴”是我对自己的告诫 。

每周高数课，我早早起床，伴着晨光去教室

抢占第一排。大学二年级，我进入实验室开

展科研训练，一没课就往实验室跑。为跨专

业备考环境化学研究生，我给自己“加课补

习”，自学该学科的基础知识，只要有空就在

实验室做废水治理实验。

那 些 看 似 笨 拙 的 努 力 ， 却 是 我 大 学 生 活

里最美的风景。

大 学 三 年 级 ， 我 在 热 爱 的 科 研 领 域 遇 到

一位引路人，参与了杜冬云教授科研团队的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相关研究项目，主要研究

方向是水污染和固体废物污染。

毕 业 之 际 ， 我 被 保 送 环 境 化 学 专 业 研 究

生，并加入学校研究生支教团，成为一名西

部计划志愿者。

2016 年 8 月 ， 作 为 中 南 民 族 大 学 第 18 届

研究生支教团恩施分队队长，我满怀热情地

来到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县——湖北恩施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在来凤县实验中学

承担两个班级的物理教学工作。其中一个班

的学习成绩在年级垫底，有些学生甚至在思

想上放弃了自己。

压 力 袭 来 的 同 时 ， 我 也 更 加 明 白 了 此 次

支教之行的使命与担当，我愿用有限的力量

为他们播撒希望的种子。一年下来，这个班

级的物理成绩提升了很多，不再是“年级最

差”。更让我欣慰的是，孩子们褪去自卑，教

室里洋溢着自信笑容的面孔越来越多。

支 教 让 我 感 受 到 “ 扶 贫 先 扶 智 ” 的 重 要

性。我希望能继续为基层扶贫做些什么。

在 团 来 凤 县 委 的 支 持 下 ， 我 牵 头 在 来 凤

县百福司镇高洞村建立“中南民族大学笃信

书屋”，助力基层农村的文化建设。“农家书

屋 ” 解 决 了 农 民 群 众 借 书 难 、 看 书 难 的 问

题，大量读物也丰富了当地孩子的精神世界。

我 还 利 用 自 己 的 专 业 知 识 技 能 ， 对 当 地

养 殖 业 废 弃 物 处 理 情 况 和 生 态 环 境 进 行 调

研，提出“占地少、设备化、投资省、低成

本”的方法意见，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肯定

与支持。

返 校 后 ， 我 进 入 研 究 生 学 习 阶 段 ， 愈 发

认识到科研对国家环保事业的重要意义，全

身 心 投 入 专 业 研 究 ， 每 天 早 出 晚 归 ， 实 验

室、图书馆、教学楼“三点一线”就是我的

生 活 轨 迹 。 但 校 园 里 的 无 数 个 清 晨 与 夜 晚 ，

都见证了我为理想努力发光的模样。

在 杜 冬 云 教 授 的 帮 助 和 指 导 下 ， 我 的 科

研 成 果 得 以 顺 利 发 表 。 作 为 团 队 主 要 成 员 ，

我参与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湖北省重大创新

项 目 ， 先 后 发 表 SCI、EI 等 核 心 科 研 论 文 18
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5 项，获授权 3 项。

通 过 研 究 ， 我 率 先 提 出 利 用 新 型 微 生 物

清洗的方法，以达到电解锰废渣无害化及资源

化处理的技术路径，开发了电解锰渣中有害成

分的生物浸出技术，首次将电解锰渣制备为高

性能的环境催化材料。这在工业含砷废水和有

机废水处理方面具有巨大的应用前景。我得以

在第十四届固体废物管理与技术国际会议青年

学者论坛上作报告，并获优秀口头报告奖。同时

作为唯一一个硕士生代表，获邀 2019 全国稀有

金属学术交流会暨产学研合作论坛作报告。

然而，学习和生活中的困难却接踵而至。

2018 年 ， 我 的 父 亲 被 确 诊 为 肺 癌 晚 期 。

我在武汉、杭州两地奔波，带父亲去浙江肿

瘤医院治疗。白天，我和弟弟照顾父亲。晚

上，我继续总结实验数据和论文。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

最后还是没能留住父亲。2019 年，父亲因救

治无效去世，年仅 51 岁。

父亲在世时常常对我说：“要做有出息的

人，对民族和国家要有贡献。”这句话深深印

在我心里，我要带着父亲的教诲和自己的科研

理想继续前行，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让科

研成果绽放在“绿水青山”的篇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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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数个清晨与夜晚
见证我为理想努力发光的模样

大凉山里的大凉山里的““妞妞合唱团妞妞合唱团””

“妞妞合唱团”的成员“粉妞妞”在家中给牛喂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李永鹏供图

题图：“妞妞合唱团”的成员们在草地上唱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宋继祥供图

探 索

在萨依巴格乡，当地枣农喜迎丰收，用鲜枣摆出“70”和“丰”的字样庆祝

新中国 70 岁生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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