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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利军的这条爱心助学路，起点是
2018年。当时正值脱贫攻坚的关键时
期，赵利军毅然扛起了紫金中学学生资
助工作的重担。他像一位不知疲倦的

“使者”，在校园内外奔走呼吁，组织社
会各界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募集善款，
用真诚与执着凝聚起集体的力量，让一
个个寒门学子的求学梦不再遥不可及。

2019 年，他主动拓宽爱心助学之
路，与大理州爱心小站携手，凭借对每
一位学生情况的了如指掌，以及严谨
认真的工作态度，成功为 12 名学生牵
线搭桥，让他们获得了宝贵的资助。
如今，这些曾经在求学路上艰难跋涉
的孩子，有的正在高中课堂上为梦想
奋力冲刺，有的已经在大学校园里追
逐星辰大海。

2023 年暑假，一次偶然的机缘，
赵利军通过笔友结识了远在天津的王
女士，在了解到王女士有捐助学生的意
愿后，他毫不犹豫放弃假期，带着王女士
走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家中，用最真
实的场景，讲述孩子们艰辛求学的动人
故事。孩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睛深深打
动了王女士，她决定对一名女生展开帮
扶，承诺每年提供 5000 元助学金。随
后，王女士在网上分享了这段资助故
事，无数网友为之动容，大家纷纷通过王
女士，想要认识赵利军，加入爱心之旅。

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爱心邀约，
赵利军没有丝毫懈怠。他深知每一份
资助背后，都是一颗炽热的爱心，是一
个孩子和家庭的希望。于是，他一户户
地家访，与学生家长促膝长谈，仔细了

解每一个家庭的困难，用最严谨的态
度，确保每一笔资助都能精准地送到
最需要的孩子手中。在他的不懈努力
下，紫金乡的“一对一”帮扶工作实现
了质的飞跃，从最初的零星帮助，发展
成如今规模宏大、系统完善的资助体
系。截至今年 6 月，已有 68 名中小学
生得到了稳定的资助，资助金分为
2400 元、3600 元、5000 元三档，年资助
总额高达 162360元。这份跨越万水千
山的温暖，汇聚了全国 20 多个省份爱
心人士的关怀，更承载着 6个国家华侨
的深情厚谊。

作为一名党员教师，赵利军始终牢
记“我是党员我带头，我是党员我奉献”
的初心。多年来，他的足迹遍布紫金乡
的每一个角落，累计走访上百名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家庭。每到假期，当别人享
受着悠闲时光时，他却依然奔波在家访
和送资助金的路上。当地的乡亲们常
说：“赵老师不是在送资助金，就是在送
资助金的路上。”简单的话语，饱含着对
他最深的敬意与感激。同时，作为对他
辛勤付出、工作表现突出的肯定，今年2
月他还被云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进行表彰奖励。

赵利军用脚步丈量着责任，用行动
诠释着担当。他的坚守与付出，如同点
点星光，照亮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求
学之路；又似温暖春风，凝聚起社会各
界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大力量。在这片
充满希望的乡土上，教育的种子在他爱
的浇灌下，正绽放出绚丽多彩的花朵，
孕育着无限美好的未来。

巍山县紫金中学教师赵利军——

用爱托起困难学生的理想和希望
□ 通讯员 张宏勇 熊艳芝

盛夏时节，漾濞县苍山西镇淮安
村的荷塘迎来了一年中最美的光景。
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铺满水面，粉白
的荷花亭亭玉立，微风拂过，荷香阵
阵，为炎炎夏日送来丝丝清凉，构成了
一幅动人的乡村画卷。（摄于7月4日）

近年来，淮安村积极探索产业发
展路径，不断丰富乡村产业形态，推动
乡村特色产业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如
因地制宜发展莲藕种植等，不仅美化
了村庄，还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通讯员 杨雪睿 杨秋燕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杨宋 李克钊
文／图） 7月5日，以“小河淌水·‘荷’
您相约”为主题的弥渡县新街镇 2025
年荷花季文化旅游活动在清荷园家
庭农场开幕。

盛夏荷开，清香满园。尽管当天
下着淅淅沥沥的雨，游客赏荷的热情
丝毫不减。大家纷纷行走在荷塘步
道上，观荷、摄影、拍视频。荷绽湖
中、湖在景中、景在村中、人在画中的
景致跃然眼前。

开幕式上进行了文艺表演，精彩
的花灯歌舞等节目，为来宾们带来了
一场视听盛宴。随后，举办了趣味十
足的荷花鱼捕捉体验活动，让大家亲
近自然、走近生活，享受摸鱼的快乐。

优美的荷花和丰富的活动赢得
游客的喜爱。“今天，我们来到了清荷
园，看到美丽的荷花，欣赏了精彩的

文艺表演，真是让人心情舒畅。”游客
杨东福一边赏荷花一边赞不绝口。

“太好玩啦，今天我们抓到四条鱼。”
小朋友欧阳诺一和妹妹参加了捉鱼
活动，收获了满满的快乐。

据悉，新街镇荷花季系列活动将
持续到 8月。其间，游客不仅可以欣
赏荷塘美景，还可以参加烧烤音乐
会、“清荷杯”舞蹈比赛、摘莲子体验
等活动。

新街镇举办荷花季文化旅游活
动，旨在以荷为媒，打造乡村文旅名
片，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带动群众
增收。新街镇党政办工作人员张蓉蓉
说：“我们的活动融合了农业资源、
本土文化与旅游体验，希望能为游客
带来一场融合田园风光与人文体验
的盛夏之约，擦亮新街乡村旅游的
名片。”

荷香引客，“点亮”乡村经济

弥渡县新街镇荷花季文化旅游活动开幕
等你来赴一场盛夏之约

祥云县祥城镇黄家田村老年人在公园休闲娱乐。（摄于6月29日）
近年来，祥云县不断加强老年人权益保障，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丰富老年人生活，

让老年人共享发展成果，安享幸福晚年，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通讯员 李树华 摄］

永平县博南镇龙盘社区工作人员入户走访老人，了解他们的生活诉求。（摄于7
月2日）

近年来，龙盘社区坚持党建引领，通过“五社联动”创新模式，联合龙盘居家养老服
务中心构建起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成立幸福食堂、筹办暑期托管
班、举办活动等，为留守老人儿童提供“一对一”结对帮扶，让“夕阳”更暖、“朝阳”更艳。

［通讯员 刘娅 侯德宝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赵丽花 辛向东）7月
5日，由祥云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祥云
县作家协会举办的我州诗人茶山青诗
集《大理不止风花雪月》新书分享会在
祥云县举行。

茶山青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国诗
歌学会会员，祥云县下庄镇人。作品
散见于《诗刊》《中国诗歌》《诗选刊》

《边疆文学》《延河》《奔流》《世界诗人》
《国际诗歌翻译》等杂志和网络期刊；
出版《仰望苍生》《五彩云》《百美宾川

史诗》等 8 部诗集和散文集《云南源》；
有作品获第二十届黎巴嫩国际文学奖
创意奖、吉尔吉斯斯坦拉希姆·卡里姆
世界文学奖、首届紫荆花（香港）诗歌
奖暨全球抗疫诗歌公益大赛一等奖、
诗刊社伊春生态杯全国大赛奖、郭小川
诗歌奖等奖项。

《大理不止风花雪月》这部诗集，集
结了茶山青近几年创作的 166 首现代
诗，字里行间“爱”字贯穿其中，从“小
我”的个人情愫、人生际遇到天地之恋、

自然抒怀，是一部描绘大理精彩的人文
历史、曼妙自然、情感向度的诗歌力
作。作者倾心于用大型组诗反映大理，
囊括了风花雪月、七彩祥云、人杰地灵、
历史文化、民族风情等，泼以浓墨重彩
拉满情绪价值，歌咏的最大意象是一个

“名叫大理的地方”。
当日 ，来 自 省 、州 的 作 家 、评 论

家，祥云、宾川等县文联、作家协会和
文学爱好者参加活动，用朗诵、作品评
论等不同形式分享作家笔下的我州人

文美景。
著名文艺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谭五昌评论道：“大理的自然风光、历
史与现实，堪称绝美奇迹。诗人茶山青
用一颗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以一部近
两百首作品的诗集，十分立体地将大理
的绝美奇迹表现出来，令人赞赏。”云南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诗人雷平阳则
评论道：“茶山青的诗歌有感而发，直抒
胸臆，坦诚热烈，以赤子之心书写了自
己对故乡大理的深情厚谊。”

茶山青《大理不止风花雪月》新书分享会在祥云县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王旭伟 文／图）
近日，漾濞县龙潭乡开展刺绣比赛，70
余名刺绣爱好者同台竞技，以指尖技艺
绘织民族文化传承新画卷。

比赛中，绣娘们指尖飞舞，一根根
银针牵线引丝，在针法与色彩搭配中展
现个人巧思和技艺。赛场上只听得到
丝线穿布而过的窸窣声，气氛专注而热
烈。评委们穿梭在绣桌间，仔细观察着
绣娘们的针法。“评选首看针法平整度，
再看色彩是否‘远看一体，近观有韵’。”
赛事评委省级非遗彝族刺绣代表性传
承人吉珍林说。

最终，绣娘黎菊花获得冠军。她
说：“今天能和这么多姐妹交流学习，我
感到非常荣幸。我一定会把这门技艺
传承下去，和姐妹们一起坚持绣下去。”

“绣娘们技艺精湛，针脚平整，让我
大开眼界，收获很大。”选手阿云霞则是
抱着求学之心而来。

“此次比赛是一次技艺的切磋、创
意的碰撞和传承者风采的展示，不仅能
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也能让传统
技艺在新时代焕发新生。”龙潭乡党委
副书记李勤说，比赛旨在以赛为媒、以
赛会友、以赛促传、以赛代训，从而进一
步激发刺绣人才创新热情。

一直以来，漾濞县持续加大对非遗
的发掘保护、传承发展力度，使诸多深
藏于民间的“非遗”项目存续状态发生
了积极变化，在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
统、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出积极作
用。如云南“一剪一绣”非物质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正致力于将彝族刺绣技艺
转化为产业，让180余名绣娘实现“居家
接单”，为非遗市场化提供现实支撑；绣
娘李洁成立的非遗工坊则将时装与传
统彝族刺绣相融合，在市场上开辟新赛
道，一条产、供、销为一体的彝族刺绣产
业链正逐渐形成。

漾濞县龙潭乡开展刺绣比赛

漾濞县龙潭乡刺绣比赛现场。（摄于6月25日）

趣味十足的荷花鱼捕捉体验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踊跃参与。（摄于7月5日）

在巍山县，有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他以一颗滚烫的赤诚之心，将学生资助工作当作毕生事
业，用爱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铺就了一条通往知识殿堂的温暖之路，用最朴实的行动诠释着教育
助力乡村振兴的使命担当。他就是紫金中学教师赵利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