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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周凤林，听他讲人生“第一课”——

公民道德修身课。每周 5 节，雷打

不动，连续教了 13 年。现在，周凤

林把上海经验与开设这门课的“初

心”带到了遥远的喀什。

纵使年逾花甲，周凤林依旧选

择在 2020 年远赴边疆。像他这样，

临近退休想要抓紧时间做贡献的，

在这一批上海教师中还有不少。

2019 年 12 月，在云南短期支教

的上海杨思高级中学的物理教师常

永和参加了援疆工作的电话面试。

他 2018 年就申请加入援疆团队，可

惜此前由于年龄限制未能成行。

常永和 2012 年起就到全国各地

进行教师培训。“这一类活动参加

多了，就更想要走出上海，去外面

看看。”常永和告诉《新民周刊》，

近几年他想让自己在退休前发挥更

多作用的心思愈发强烈。

相比之下，李华军的援疆机遇

来得更加意外。用他的话说，自小

在东北长大，父母都是农民，是教

育改变了自己。如果没有父母坚持

让他接受教育，可能一辈子仍要过

着黑土朝天的日子。有这样的成长

经历，李华军更觉得自己有必要通

过教育再帮助其他人。

2020 年初，临近退休的李华军

再次报名援疆，“无论结果如何，

当时我想，这应该都是最后一次尝

试。”李华军告诉《新民周刊》。

一开始，他依旧没能接到面试通知，

一度觉得自己就此无缘。没想到夏

天一个平常的午后，他突然接到了

电话。原来，之前的支教队伍中有

一位老师的身体遇到突发状况，李

华军便成为“替补选手”。

在那之前，李华军对于援疆是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等来到

喀什六中，走进学生的英语课堂，

他早已满怀激动。这成为了上海援

疆教师们的缩影：他们有激情，有

信念，更在上海有着丰富的教育经

验。

从宏观到细节，
全方位改变令师生受益

2017 年 2 月，喀什六中迎来首

批上海援疆的 3 位教师，他们以“小

组团”的方式，开始担负提高喀什

六中教育教学质量的使命。此后，

“小组团”不断朝着“大组团”发展。

2019 年 10 月上海援疆教育集团正式

成立，喀什六中成为上海援疆教育

集团“1+4+N”核心校。

“1+4+N”是上海援疆教育集团

组建模式，意为“一个核心校、四

个县域集团、辐射全地区”。以喀

什六中为核心，上海对口支援的莎

车、叶城、巴楚和泽普四县分别成

立县域“教育集团”，通过三年一

定要规划先行。”周凤林对《新民

周刊》说道。因此，哪怕 2020 年春

天因疫情耽搁了自己前往喀什的行

程，但周凤林仍利用这段“空窗期”

开始做功课。他根据喀什六中实际

情况，按照上海援疆工作整体部署，

参考上海学校管理经验，写下 2 万

余字的“喀什六中五年发展规划（初

稿）”。等自己来到喀什六中后，

他又和校方其他同仁商讨并在学校

教职工中广泛征求意见，不断修改。

规划在数易其稿后最终于 7 月经校

教代会通过，成为学校发展的正式

文件。

周凤林介绍，《规划》明确学

校“以德立校，文理相融”的办学

理念，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立德树人是学校的根本。我常说，

做事首先做人，做人成功了，做事

不成功是暂时的；做人不成功，做

事成功了也是暂时的。

周凤林对于学校“立德树人”

的重视由来已久。在上海嘉定二中，

每届高一年级学生都能在课堂上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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