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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新 时 代 是 奋 斗 者 的 时 代 ，奋
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为充分
展现大理州青年群体在新时代新
征 程 中 的 担 当 与 风 采 ，即 日 起 ，
大理州融媒体中心和共青团大理
州 委 联 合 开 设“ 逐 梦 大 理·青 年
说”专栏，展示新时代大理州青年

在基层一线投身发展、担当使命
的青春宣言，讲述他们自强不息、
砥砺向前的成长故事，激励广大
青年逐梦青春、不负韶华，为奋力
推动大理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贡献青春之思想、青春之智慧、青
春之力量。

□ 通讯员 李苑

十年光阴，她从初出茅庐的师范
毕业生成长为云南省优秀少先队辅
导员，她以创新之力破解山区教育困
境，用赤诚之心点燃知识与信仰的火
种，让红领巾在彝乡闪耀着灿烂的光
辉。她是90后教师周晓义，以初心为
墨、担当作笔，在苍山以西谱写出一
首动人的青春诗歌。

以创新之光点燃信仰火种

“教育不是注满水桶，而是点燃
火把。”这是周晓义一直努力的目
标。山区少先队教育资源匮乏，如何
有效利用现有资源为孩子们上好课，
是周晓义给自己出的一道“考题”。

“没有条件我们就自己创造条件。”经
过不断的学习思考、研究考察，她结
合实际创造性地将红色教育与乡土
资源有机融合，打造了独具特色的思
政教育课，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成果。

在革命老区金脉村，她带领队员
触摸斑驳的烈士纪念碑；在滇缅公路
遗址，她组织三代人共话家国变迁；
在抗震救灾现场，她将入队仪式搬进
消防营地……通过“沉浸式+体验式”
的教育模式，引导孩子们真切感受理
想信念的力量，让红色基因在4000余
名少先队员心中生根发芽。

为了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德育
课本里的内容，她将脱贫攻坚中的
真实案例融入队课，当孩子们听着
驻村扶贫干部一桩桩、一件件为民
服务的感人事迹时，榜样的力量让

“为什么要加入少先队”的答案渐渐
明晰。2021 年，漾濞县“5·21”6.4 级
地震后，她抓住教育契机，在余震中
举行“抗震英雄见证入队”仪式，让

“从小学先锋”的信念深深烙印在新
队员的心中。

多年来，周晓义用有限的资源开
展了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教学活动，她
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她的教育理念，她
坚信：“每一份努力和争取都有价值，
星星之火就能燃动梦想。”

让知识的火焰照亮梦想之路

“我是老师，我有我自己的职责
和使命。”当怒江支教的号角吹响，
周晓义依然选择了跨越300公里奔赴
洛本卓乡。在漏雨的教室里，她为傈

僳族女孩梳理打结的长发；在潮湿的
宿舍里，她给手脚溃烂的男孩涂抹药
膏；在昏黄的台灯下，她编写出双语
教学课件。当傈僳山寨首次飞出“苍
山洱海”的歌声，当孩子们在信中写
下“要考去周老师所在的大理上大
学”，教育扶贫的种子已然破土。

疫情期间，她创新使用“云上三
会”教学模式——晨读会里书声琅
琅、技能会上厨艺飘香、娱乐会时琴
棋争鸣，这一成功实践，不仅让《不放
弃》手语舞登上“学习强国”学习平
台，更使山区儿童在特殊时期实现

“五育并举”的全面发展。
为了让孩子们不仅会学习还能

实践，周晓义运用“产业+教育”的模
式，在核桃加工车间，创新开设了“指
尖经济学”实践课。她带着孩子们在
一线近距离了解生产、劳动、报酬，引
导孩子们学会计算物流、损耗等隐性
成本，让“知识改变命运”的路径在产
业实践中自然铺展。

面对环保教育困境，她将垃圾
分类点改造为“实践考场”，组织少
先队员担任环保督导员。多年来，
通过开展“净滩行动”“河小青”等
志愿活动，带动 2000 余个家庭参与
生态文明建设。

火炬接力让星火可以燎原

作为云南省红领巾巡讲团成员，
周晓义历时两年奔赴各处开展了“行
走的思政课”40余场。她培养了多名
少数民族辅导员骨干，推动形成“一
校一品”特色少先队工作格局；主导
研发的《红领巾研学地图》，整合漾濞
红色文化资源，构建起“走读式”教育
矩阵；在苍山之西开展“重走滇缅路”
研学……她的这些创新实践让思政
教育从平面走向立体，让“行走的思
政课”成为孩子们理想孕育的摇篮。

十年 耕 耘 ，周 晓 义 先 后 荣 获
“云南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云南省
优秀共青团干部”等 40 多项荣誉，其
撰写的《浅谈漾濞县小学音乐课教学
现状研究》获全国科研论文三等奖。
这些荣誉与肯定激励着周晓义继续
向前，但在她看来：“最珍贵的勋章是
孩子们从‘要我学’到‘我要学’的转
变，是家长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
觉醒，是红领巾从‘高原红’到‘中国红’
的升华。”

逐梦大理·青年说

让星星之火燃动青春梦想
开栏的话

人物小传＞＞＞
周晓义，大理州漾濞县上街完小少先队辅导员，云南省红领巾巡讲

团成员，先后荣获云南省优秀少先队辅导员、云南省优秀共青团干部等
40多项荣誉。她创新教学实践，主导研发的《红领巾研学地图》，整合了
漾濞红色文化资源，构建起“走读式”教育矩阵。这位90后教师始终铭记
育人初心，在苍山之麓续写着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精彩答卷。

“我们要把《我和我的祖国》唱给更多大山听，要让星星之火照亮更
多民族的未来。”——周晓义

来自大理市经开区喵喵实验幼儿园的萌娃，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开启阅读启蒙
之旅。（摄于4月23日）

大理州图书馆以第30个世界读书日为契机，精心策划了2025年“4·23”世界读书
日暨公共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系列活动。十余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吸引了近
千名市民参与，让“全民阅读”的理念在春日的苍洱大地绽放异彩。

［通讯员 魏燕平 摄］

书香大理·阅享生活

□ 本报记者 李百祥 通讯员 王金柱

1995年 3 月，苍山十九峰在春风中
舒展身姿，十八溪水欢腾着注入洱海。
在这充满生机的时节，武警大理州森林
警察大队悄然进驻大理，为这座千年古
城注入了生态守护的新力量。三十载
寒来暑往，这支队伍历经三次转隶，从

“橄榄绿”到“火焰蓝”，始终以苍洱为
卷，以忠诚为墨，在云岭大地书写着守
护生命的壮美篇章。

“橄榄绿”初驻大理不久，云南省
安宁县（现安宁市）突发重大山火，武警
大理州森林警察大队星夜驰援，迎来了
进驻云南的首战。面对 2000 多米高海
拔的原始森林，战士们以手为犁翻开腐
殖层洒水清理，以勇毅的身影筑起防火
隔离带阻击林火。十昼夜的烟熏火燎，
战士们的防火服结满灰痂，化作特殊勋

章，这场跨区域灭火首战，为云岭人民
交上了第一份平安答卷。

1999 年初秋，苍山传来紧急呼救，
被困游客在寒意渐浓的秋风中瑟瑟发
抖，年轻战士为小女孩穿上温热的军
衣、军帽，背着她下了山。在大理市
东和村连续灭火的昼夜，东和村村民成
立补给队，以人背马驼的方式将水和饭
菜送上山，“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在火场前具象化。每一次灭火机的嘟
嘟声与驮马队的铃铛声交织，都是奏响
新时代最动人的鱼水情深之音。

2002 年 11 月，转隶为武警大理森
林支队的他们吹响专业化转型号角，
开启守护苍山洱海新篇章。2004 年
春，永平县曲硐镇三道河火场上，17 名
战士和 20 余名群众在开辟防火隔离带
时突遇大风，战士们临危不乱迅速组织
紧急避险，将剩余的水全部倒在未撤离

的 5名群众身上，并用自己的身躯将群
众压在身下，群众安然无恙，战士们却
留下永久性的烧伤瘢痕。每一次灭火
战斗都是一次人与灾害的挑战，努力留
下绿水青山，但也伴随着牺牲，李辉、
刘安书……他们把年轻的生命永远留
给了森林。

2009 年，姚安震后废墟间，他们冒
雨拆危房感动百姓；2016年，剑川“9·20”
抗洪救灾中，他们将塑料水缸当船只
运送老人和小孩，扛着 60 多斤的沙袋
在泥巴路上来回搬运，洪水被堵住，
脚下溅起的黄泥巴将“橄榄绿”染成

“黄泥娃”……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
他们星夜兼程的接力驰援，“橄榄绿”
和“消防橙”成为白州人民心中最安心
的色彩。

2018年秋，换装“火焰蓝”的大理州
森林消防支队在洱海月映下竖起新时

代应急救援专业队伍的大旗。节日值
守时温声劝返带火种的游客、秋日晚霞
下清理洱海边水草，为“苍山不墨千秋
画，洱海无弦万古琴”的自然美景增添
生态注脚。

作为与百姓贴得最近、联系最紧的
队伍之一，他们把保护绿水青山的使命
扛在肩上，把群众生活的冷暖放在心
里。在大理，他们开展“圆梦·希望”捐
资助学行动，为 7 所小学、63 名品学兼
优且家庭贫困的学生捐助17万余元，为
孩子们点燃希望之光。

三十载风雨兼程，制服从橄榄绿到
火焰蓝，不变的是“时刻准备着”的信
念，“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站在新起
点，这支历经淬炼的队伍将按照“机动
队伍”职能定位，以忠诚奉献、敢打必胜
的担当，续写守护苍山洱海、保卫万家
灯火的时代新篇章。

大理州森林消防支队——

守望苍洱三十载 初心不改铸忠诚

宾川县金牛镇第四完全小学四（2）班同学在朗诵红色经典诗词《永远的长征精
神》。（摄于4月30日）

当天，金牛镇第四完全小学开展以“共建书香校园，尽享读书之乐”为主题的阅
读展演活动，进一步倡导学生践行“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风尚，让学生在
阅读中收获知识、启迪智慧。 ［通讯员 杨枝仙 摄］

祥云县青年参加“麦香点亮青年夜生活”烘焙体验课，烤制全麦面包和甜面团。
（摄于4月25日）

近年来，祥云县持续发掘新资源、新渠道、新模式，探索青年喜闻乐见的学习内
容和学习形式，打造有温度、有深度、有高度的“青年夜校”。自2024年祥云县青年夜
校开班以来，白天上班，晚上学艺，已经成为了2000余名祥云年轻人一种新的生活方
式和一股新的潮流。 ［通讯员 周丽萍 摄］

（图片由共青团大理州委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