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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团委书记 王 静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

有限公司安康工务段

团委书记 刘国栋

新 的 一
年，要抓好思
想引领，持续
推进青年工作
品牌创建，以

“五四”红旗
团支部、青年
文明号、“双
创”青年立功
竞赛为目标，

丰富青年工作内容，带动全段青
年工作良性发展；要持续推进青
年突击队建设，以安全生产示范
岗、安全生产先进团支部的创建
为目标，打造一支在段各项急
难 险 重 任 务 中 拉 得 出 、 攻 得
上、打得赢的青年队伍；要持
续促进青年成长平台搭建，拓宽
青工业务交流渠道，提高青工保
安全的责任意识和业务水平，夯
实安全管理基础；要突出育人目
的，持续弘扬巴山精神，以“我
的入职路”“奋斗的青春最美
丽”等为主题，引导团员青年不
忘初心跟党走。

□ 孙艺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超

前不久，苏州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电气自动化专业办公室

收 到 了 一 封 感 谢 信 。 信 的 末

尾，签着董国兴和妻子两人的

名字。

这封 感 谢 信 写 道 ：“ 李 润

达 同 学 面 对 险 情 ， 不 顾 个 人

安 危 、 临 危 不 惧 、 挺 身 而

出，抢救他人家庭财产，维护

小区安全。”

李润达的父亲李猛压根儿

没想到，他们痴迷天文知识、

甚至给“句芒号”取了名的儿

子李润达，在面对火灾时临危

不惧，冷静应对。

三四月正是春笋上市的季

节。3 月 28 日，家住江苏省苏

州市吴中区的董国兴夫妇一早

就买好了春笋，晚饭前他们将

烧好的油焖笋送去儿子家让他

们尝尝鲜。就他们出门这会儿

工夫，家险些“烧没了”。

“ 年龄大了，出门后我们

忘 了 炉 灶 上 还 烧 着 腌 笃 鲜 。”

董国兴回忆。

18 时 左 右 ， 天 已 经 黑

了，李润达正和家人一起吃晚

饭，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他

们走出家门，看到对面院子三

楼的一扇窗户正冒出火光，浓

烟阵阵从窗户里飘出来。

邻居们一下慌了神，有说

“ 打 110” 的 ， 有 回 去 拿 手 机

的，有看是哪一家着火的。

李 润 达 立 刻 掏 出 手 机 拨

通 了 火 警 电 话 ， 清 晰 地 说 明

了 小 区 的 位 置 。 大 家 还 没 缓

过 神 ， 他 又 跑 到 了 着 火 的 那

栋楼楼下，迅速拉掉了整栋楼

的电闸，并朝楼上大喊：“着

火了！快下来！”

“我学的就是电气自动化

专业，知道怎么做。”李润达

说，如果当时没有及时拉掉电

闸，厨房的火顺着烧着了楼栋

里的电线，“情况可能会糟糕

很多”。

接到电话，匆匆赶来的董国兴看到自家窗户

冒着大火，慌忙地要上楼灭火，被李润达和邻居

们一起拦下。

在学校里学习到的安全教育知识，和他自身

的安全意识，让李润达在面对火灾时表现出了异

于常人的沉着冷静。

很快，许多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孩子都在楼道

充斥黑烟前撤出，最终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幸亏当时他们喊得早，要是再晚一点，楼

道里的居民就撤不下来了。”附近的居民回忆。

没过多久，消防车赶来，李润达又跑去小区

门口把消防车一路引到楼下。

“当时消防员还问我们哪里有消防栓，我们

平时哪里会注意到这些，只有李润达知道。”李

猛说。

李润达也没想到，平时绕着小区跑步时注意

到的消防栓，有一天真的派上用场，他又跑着带

消防员找到了小区里的两处消防栓。

在他的协助下，消防员迅速取水、扑救，让

这场大火在火势蔓延前就被扑灭了。

煤 气 罐 也 被 消 防 员 及 时 搬 下 来 进 行 降 温 处

理，没有发生爆炸。

邻居们纷纷对李润达竖起大拇指，李润达的

父亲说：“我们平时也觉得他马虎粗心，但是在

那个时候他敢于冲在前面，我们做爹妈的也对他

刮目相看。”

收到了来自家人和邻居的夸奖，李润达却没

有向同学提及此事，就像上次他瞒着家里人偷偷

报名社区防疫志愿者一样。

他解释说：“这些事总要有人做，那为什么

不应该是我呢？”

报火警

，拉电闸

，他﹃
救
﹄
下一栋楼的邻居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具 有 保 健 养 生 功 能 的 木 樆 露 ，带 有“ 亳 州 ”印 记

的 手 工 精 油 皂 ，刻 有“ 善 学 善 教 育 己 育 人 ”字 样 的

香 囊⋯⋯今年 3 月，安徽省亳州学院各学生社团研发

推出的中医药产品成了学校师生的时尚用品，很多同

学都将它们当作走亲访友必备的“伴手礼”。

2022 年 10 月初，亳州学院生物与食品工程系团队

开始研制止咳润肺系列产品。“同学们发现很多老师咽

喉常有不适，研发初衷就是尊重老师、感恩师道，结合

‘药食同源’的理念，制作止咳生津、清热润肺、利咽开

音等具有保健养生功能的木樆露。”该系 214 酿酒一班

学生、校食品养生协会陈凡颖介绍。

这一产品由酥梨膏、梨膏糖组成，以安徽宿州的特

产砀山梨为主料，川贝、胖大海、罗汉果、甘草、冬凌草、

金银花、枇杷叶、枇杷花等中药材为辅料。砀山梨果大

核小、皮薄汁多、松脆香甜，产品的研发也在一定程度

上助力农民增收。

研发过程中，团队遇到第一个困难就是梨膏糖不

出砂，每次得到的梨膏糖都是硬质糖果。“出砂的意思

是熬到一定时间能出糖霜，是制作过程的重要环节。糖

霜冷却后变成砂糖，没出砂的原因是没熬到火候或是

熬过头。”陈凡颖说。

经过多次把控火候的训练和摸索，团队终于制作

出想要的砂板糖。

此外，制作时需要手工添加川贝母，有同学将其熬

成了粉末加入产品中，这使得梨膏糖中夹杂少许白色

粉末，影响观感和口感。为此，指导老师张雪提出用胶

体磨进行湿法研磨技术，没有相关学科基础的同学一

有空就去学校实验室观察学习如何进行湿法研磨，最

终将固体转换成液体，也解决了难题。

“我们在砀山梨汁生产工艺中应用膜分离技术，有

效解决砀山梨汁的沉淀问题，所得滤液澄清、透亮、无

菌，长期放置后无浑浊现象，可有效避免传统过滤工艺

上的不足。”生物与食品工程系团总支书记刘开放说，

传统的中药汁煎煮工艺不能将中药材的有效成分完全

保留，团队使用的煎药壶能防止沸腾溢出，保存中药材

有效成分。

此外，为了产品食用方便，木樆露系列产品都采用

独立包装的形式，酥梨膏一次一支，温水冲泡即可；梨

膏糖一次一颗，含于口中即可。

在中医药相关产品研发过程中，亳州学院打造“一

院一品”工作思路，由各学院学生社团老师和成员集思

广益完成新品研发和制作。

芍药花位列草本之首，千百年来一直是养血柔肝、

散郁祛瘀的良药，同时被选为亳州市的市花。亳州学院

中药学院学生会从 2020 年 11 月开始制作手工皂，手工

皂产品采用芍药花的外形，正面印有“亳”字篆书。研发

团队希望在制作手工皂的同时宣传中医药文化，激发

学生对传统中药的兴趣。

手工皂制作过程中，团队成员克服了许多困难。

亳州学院 224 药学 2 班的孙悦悦介绍，刚开始，大

家总是不能精准计算皂基用量，导致制作过程中皂基

不足，影响后续制作环节。后来，同学们尝试提前准备

好材料，并在一次次摸索中明确皂基与其他材料的用

量比，提升了工作效率。

又一个难题摆在了团队面前。由于掌握不好滴加

量，手工皂香味总是太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同学们

克服枯燥的实验过程，先在一块香皂中实验滴加 1-2
滴精油，再检验香味是否合适，若香味不够明显，再逐

滴滴加，直至合适。“在手工皂制作过程中，每个人都分

工明确、尽心尽力，这才有了今天一块块精美细腻的手

工皂。”孙悦悦感慨。

一年多来，团队成员主动留在实验室连夜制作手

工皂，同学们还尝试制作“双拼、多拼”手工皂，将不同

颜色的皂液依次倒入模具，达到颜色分层的效果，吸引

更多年轻受众。

同时，大伙儿巧妙地将无机化学、化学实验等知识

应用于皂基制作。譬如，皂基的融化采用了水浴加热的

方法；在探究手工皂最适香味浓度时采用了控制变量

法。正是因为打造了不同种类的皂基，才为后期打造多

种具备独特颜色与香味的手工皂奠定了基础。

亳州学院 214 中药学 1 班的马翊铭介绍，香囊有驱

虫、预防感冒、安神助眠等多种功效，这源于传统中医

的“衣冠疗法”。团队最初的产品是在简易的布袋里面

装几种药材，但很多老师与同学反馈了款式简单、手感

差、不美观等问题。

于是，团队走入同学中调查，决定设计具有中药学

院特色的定制款香囊袋，一是通过填充棉花增加手感，

二是把药材打成粉末去维持中药香味。

为此，同学们经常请教专业老师了解药材功效、性

状以及药物的不良反应、禁忌人群等。“比如冰片药材是

安神助眠香囊配方中的药材之一，但孕妇和小孩不可食

用。我们就制作出适用于孕妇、小孩和适应于成年人的

两款配方香囊。”亳州学院中药学院团总支书记李阳说。

在制作中药手工滴胶产品的过程中，同学们也充

分运用有机化学等交叉学科知识。

224 中药学 1 班的刘倩说：“除了用心搭配和细心

实验，产品脱过模后，我们还会用小钻头，将半成品打

上孔，便于后面的组装。通常我们使用一些挂件绳或者

钥匙扣去组装它，并通过拼接设计，制成一个个图案精

美的滴胶产品。”

214 药 学 1 班 的 王 雅 菲 是 该 校 中 药 养 生 协 会 副

会 长 ，她 说 ，这 些 年 学 生进入社团后，社团会定期开

展识别药用植物、中 药 植 物 比 赛 、知

识 培 训 等 ，让 学 生 们 亲 手 制 作 植 物

标 本 、进 行 药 用 植 物 采 摘 、了 解 和

辨 别 药 用 植 物 ，目 的 是 让 青 年 学 子

在 动 手 实 践 的 同 时 更 好 地 弘 扬 中 医

药文化。 （盛男对本文亦有贡献）

木 离露、手工皂、香囊袋、手工滴胶⋯⋯

中医药伴手礼，学生造

□ 张子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朱娟娟

来到新学校两个多月了，每到周末，湖北省丹江

口市杨山路小学 4 年级语文教师蔡明镜仍不时地接

到此前任教学校的孩子们打来的问候电话。被问得

最多的是，“蔡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们？”

“被人牵挂，是一件幸福的事儿。”蔡明镜说。

这名 90 后教师执教过 4 所乡村小学。仿佛手握

魔法棒，7 年来，她带着乡村儿童在大自然里写诗作

画，“看见”五彩的童年与更广阔的天地。大山里的蔡

明镜和学生，也不断被外界“看见”。

7年前，孩子们灰扑扑的脸上，“仿
佛看不到希望”

生于 1994 年的蔡明镜从汉江师范学院毕业后，

来到丹江口市龙山镇彭家沟小学，成了特岗教师。

这并不是一所标准的“小学”，其实是一个位于

南水北调库区偏远半岛上的“教学点”。三面环水，一

面靠山，80 多公里的山路是半岛通往外界的唯一通

道。交通不便，教学点的每个孩子都要寄宿。

随 着 库 区 移 民 ，生 源 锐 减 ，彼 时 只 有 1 个 学 前

班、4 个年级，49 名学生。仅有的 7 名教师，“教书兼看

门，保育带打杂”。

初到校园，几个孩子的打扮引起了蔡明镜的注

意：张开“嘴巴”的鞋子；裂着大洞的外套袖口；秋雨

过后，一个小女孩还穿着露趾凉鞋。孩子们望向老

师，更多是怯生生的目光。

新学期报到，家长们骑着摩托车、划着船，翻山

越岭，过江蹚水把孩子送来。头盔、手套都顾不得取，

他们便急冲冲地说：“老师把我们娃子管严点，我们

不常在家，可不能让娃和我们一样，打一辈子工。”

“你们长大了想干点啥？”蔡明镜问学生们。

“我想当包工头，让家里能买上摩托车、小轿车，

像舅舅一样有钱”“我想当菜市场收管理费的，这样奶

奶以后去镇上卖菜，就能省下两元钱买包子了”⋯⋯

从小在城里长大的蔡明镜，第一次感受到理想与现

实的落差。孩子们灰扑扑的脸上，“仿佛看不到希望”。

比起条件艰苦，她更怕自己“碌碌无为”。

一开学，蔡明镜便挑起了多份担子。她是语文、

英语、美术老师，还是幼儿班班主任、宿舍管理员。为

方便照顾学生，蔡明镜一直住在学校里。

有学生家里条件困难，衣服缝缝补补还不保暖，她

就自掏腰包为其置办新衣；有学生无人照顾，经常一个

月不洗澡、不换衣服，没人愿意与其同住，蔡明镜定期

提醒学生洗澡，还为他换上新球鞋。几个月下来，蔡明

镜帮这里的每个孩子套过被子、剪过指甲、洗过头发。

渐渐地，孩子们和她熟络起来，喊她“蔡姐姐”。

生日时，学生小成（化名）特地拎来一袋猕猴桃，“蔡

姐姐，这是野生的，您尝尝，可甜了”；家访路上，远远看

到狗，几个男孩子冲过来，“蔡姐姐，快走到我们中间来，

狗就不会咬你了”；办公桌上，时不时“冒出”三两个橘

子、四五个枣，蔡明镜知道，那是几个孩子一周的零食。

孤岛里也有诗和远方

教学点的教育资源有限，但蔡明镜总想做些什么。

长期跟山里娃娃相处，她知道他们虽然大都内

向敏感，情感往往细腻。不如从“写一首诗”开始——

蔡明镜想从诗中走进孩子的内心，同时锻炼他们观

察、想象和写作的能力。

大自然，成为创作的天然教材。“蔡姐姐”的语文

课上，孩子们到田野里看花草，在山坡上背古诗。只

要孩子们有一点好奇心和表达欲，她就“拼命”鼓励、

表扬，这是蔡明镜摸索出来的“秘籍”。“瓢虫正在给

树叶挠痒痒”“星星看着我，我也看着星星”⋯⋯孩子

们的小诗一句句生动起来。

“大风明天就要来了，我突然希望，它把我也刮

走，刮到爸爸妈妈那里，这样我们就不用靠手机团聚

了。”在一次主题为《你希望大风刮来什么》的诗歌写

作中，10 岁的黄开娟这样写道。

经过家访，蔡明镜得知，这个平日里开朗乐观、

乐于助人的“书法小公主”，也有因长期与父母分离

而多愁善感的一面。她便格外关注黄开娟的动向，经

常与她谈心。

雨晴（化名）平日里内向胆怯，爸爸长期务农，还

要照顾常年用药的妈妈。家中仅靠养两头猪维持生

计，最值钱的家具是一台冰箱。10 岁的雨晴萌生了

“上完初中就去打工赚钱”的想法。

蔡明镜连续利用周末，带着零食饮料请雨晴当

“向导”，带自己去郊游。她故意说道，“雨晴，我可是

‘路痴’，分不清东西南北，可千万别把我带沟里呀”。

几次下来，雨晴不仅把山上的每条小路摸得清清

楚楚——那边有野花、山腰有枣树、大松树上有个马

蜂窝，还能把蔡明镜的“郊游路线”规划得井井有条。

每次郊游，蔡明镜都会有意识地引导雨晴观察

大自然，教她怎样写出优美的文字。几年下来，雨晴

写了 30 多首小诗，一首《雨的家在哪》还刊登在杂志

上，获得 150 元稿费。

借着送稿费的机会，蔡明镜再次家访。雨晴爸爸

感慨道：“以前总觉得娃娃内向，不是个读书的料，没

想到她还会写诗，还能挣钱，一首诗抵得上 10 斤肉，

我们就是砸锅卖铁也供她读”。

找到了诗歌的乐趣与家里的支持，雨晴开朗起

来，成绩也越来越好。她连续 4 年当上学习标兵，被

评为“十堰市新时代好少年”，去年上了初中，成绩稳

居班级前三名。

蔡明镜还利用互联网资源，为这些山里娃打开

“远方的世界”。

她想方设法用好统一配备的信息化教学设备，

将北京、上海等地的名师“请”到了乡村小学。当孩子

们第一次出现在直播屏幕上，他们坐得格外端正，课

前有小姑娘还不停地捋着头发。孩子们上课的兴趣

更浓了。

在彭家沟小学，蔡明镜牵头成立教师成长营，做

网课培训。绘本、编程、课外阅读⋯⋯现在，全校每位

老师有了一门特色课程，50 多岁的老教师也能熟练

运用网络，带着学生阅读。

埋下一颗五彩的种子

上美术课时，村里的小卖部没有水彩笔、绘画

本。看到窗外漫山遍野的橘子树，蔡明镜便带着孩子

们拿起白纸走进橘园，用橘皮、橘叶和橘肉“拼画”。

孩子们边吃边画，一只只“小螃蟹”、一朵朵“太阳花”

跃然纸上。

每周有两个傍晚，“蔡姐姐”带着大家登上附近

山顶，对着苍茫的武当山唱唱新学的歌曲，再映着落

日余晖，画出家乡美景；他们拾起树枝敲击石板，随

性创作一首歌谣——“小鸟小鸟喳喳喳，风儿风儿沙

沙沙，我们要快快长大⋯⋯”

“平时没注意，大自然这么可爱”“原来我们自己

的家乡就很美”，孩子们常常感慨。

为了让山里娃多接触外面的世界，蔡明镜积极

争取社会资源，让全校孩子坐飞机去北京研学 7 天，

为乡村小学引入“刷脸”图书柜、韵律舞蹈课；还让彭

家沟小学和北京七一小学、江苏扬中外国语小学成

为“手拉手”学校。

全市的校长们来到教学点参观学习，感慨不已：

“别看这所学校小，教育理念、学生风貌一点儿不差。”

2021 年，蔡明镜调到三官殿小学。这里位于离

丹江口城区最近的乡镇，教师流动性大，学生流动性

也大——条件稍好的家庭大都迁往了城区，留下来

的学生，有的家庭情况复杂。

家访后，她了解到，三官殿辖区有一批因重度残

疾无法上学的孩子，面临失学风险。在相关部门的支

持下，她组织起当地 670 余名老师，为这些特殊儿童

“送教上门”。

第一次见到小彦鑫（化名），是在 2021 年深秋。

红砖垒起的院子里，小彦鑫蜷缩在轮椅上，凝望

着院子里那株硕大的香樟树。空荡荡的院子里，仿佛

只有这棵树是她的陪伴。

由于幼时的一场高烧导致脑瘫，这个十六七岁

年纪的花季少女，智力停留在小学 3 年级水平，一只

眼睛也由于白内障变得视线模糊。

蔡明镜走出院子，将道路四周掉落的梧桐叶拾

起，一片片粘贴起来，做了一顶“皇冠”，她缓缓走到

小彦鑫身旁为她戴上，“你看，只要我们努力，不起眼

的落叶，也可以成为熠熠生辉的皇冠”。小彦鑫激动

地点点头，反复念叨着：“蔡老师，谢谢你！”仿佛好久

没这么开心过。

少则每月一次、多则每周一次，蔡明镜带上老

师、同学会去看望小彦鑫。他们一起过“六·一”，一起

喝奶茶，一起在油菜花盛开时放风筝，还专门为小彦

鑫补办了一场少先队员入队仪式。

那天，面对着鲜艳的少先队队旗，小彦鑫努力控

制着身体，举起颤抖的手臂，敬了一个队礼。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乡村科技好老师”

“中国好人”⋯⋯一路走来，蔡明镜收获了许多。她提

及最多的，还是自己的学生。

7 年来，她先后任教过的乡村小学中，第一批学

生有的已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蔡明镜送教上门

工作室”为丹江口市 300 多名残障儿童、1900 多名留

守儿童持续送教。她还加入网络支教，为 5000 多名

新疆、西藏地区的孩子送去网课。

前不久，蔡明镜受邀回到汉江师范学院，向学

弟 学 妹 分 享 从 教 经 历 。“ 母 校 战 山 斗 水 ，六 迁 校

址 ，撑 起 鄂 西 北 基 础 教 育 的 脊

梁 ，‘ 艰 苦 奋 斗 、百 折 不 挠 、无 私

奉 献 、团 结 协 作 ’的 师 院 精 神 ，为

我埋下了一颗种子。现在，我要把

这 颗 种 子 ，埋 进 更 多 山 区 孩 子 的

心田。”她说。

90后乡村女教师用诗和艺术唤醒大山

“魔法女教师”带山里伢作画天地间

亳州学院学生制作研发的中医药产品。 亳州学院校团委供图

团藤县委是
全国“五四红旗
团委”，始终把密
切联系青年、服
务青年发展作为
一项重要工作来
抓。我们聚焦青
年就业服务，依
托藤县青年创业
协会成立藤县首
个“青年就业港”
和创新创业孵化

基地，联合县人社局开展“广西青年爱
广西”就业促进活动，为全县青年提供
就业创业综合服务；聚焦青年交友服
务，举办系列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增强
青年人才的幸福感和归属感；聚焦精
准帮扶，积极开展桂宏达助学金公益助
学、“送温暖防返贫”走访慰问、关爱涉
毒人员子女等活动，为青少年提供助
学、助困、助急等一站式公益性服务。

团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

市藤县委副书记 刘小红

白云区大山
洞街道团工委始
终坚持党建带团
建，充分发扬“党
有号召、团有行
动”的优良传统，
在社会治理中积
极 发 挥 青 年 力
量，大力推行“七
大 核 心 教 育 体
系”，对青少年进
行思想教育、健
康教育、传统文

化教育、社会责任教育、艺术熏陶、媒
介素养培养、创新思维培养，持续开展

“青年志愿我先行”“快乐暑期”“我们
的节日”“青青暖冬行”等活动，推动共
青团工作朝气蓬勃、充满活力。

贵州 省 贵 阳 市 白 云 区

大 山 洞 街 道 团 工 委

书 记 赵曦

李润达李润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