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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教师，我有责任、有义务到祖国最
需要的地方去，为西藏昌都的教育贡献一份力
量。”这是一位“80后”援藏教师最朴实的话语。

说这句话的人叫黄江，今年32岁，是江北中
学的一名化学老师，为响应“援藏支教”的号召，
他先后加入重庆市2016年第一批和2019年第二
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将北碚先进的教育
理念传播到藏区，成为汉藏两族沟通互助的桥
梁，在每一次的跋涉和坚守中，诠释着北碚教育
的精神。

作为一名援藏教师，黄江经历了哪些常人意
想不到的艰难困苦？日前，记者走进江北中学，了
解他在西藏支教的故事。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黑色冲锋外套，深色牛仔裤，背着一个灰色
双肩包，在江北中学，记者见到了放假前来学校
看望同事的黄江，在冬日的寒风中，他仿佛是一
副远方归来的旅人模样。对黄江而言，四年的援
藏时光使他与曾经在江北中学的教书生活渐远，
看着许久未见的校园，熟悉亲切中，却又夹杂着
几分陌生感。

“这里就是我离开前带的那个班的教室，还
没带完就去西藏了，学生们应该都读大二了。”黄
江站在教室门口久久不愿离去。

2016 年，黄江主动申请加入重庆市 2016 年
第一批“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并于当年8月
开始援藏支教生活。回想起第一次进入藏区时的
情景，他仍记忆犹新。

“那是我第一次进入高原，坐在大巴车上看
沿途陡峭的山路，觉得像坐过山车一样，开始还
觉得很新奇。但随着山路越来越陡，海拔越来越
高，氧气越来越稀薄，身体很不适应。”黄江回忆
道。

黄江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支教，当地平均
海拔在3500 米以上，空气稀薄、含氧量低，对于
出生并生活在低海拔地区的人来说，长期待在这
种环境，会给身体带来不可逆转的严重影响。

“在藏支教工作期间，最难克服的是高原反
应，曾导致我连续一个多月无法入睡，体重连续
下降20多斤，人都瘦了一圈。”黄江说。

面对这样的情况，黄江仍然义务反顾地选择
了坚守，并连续两次申请前往支教，当问及原因
时，他告诉记者，援藏教师对他不仅仅是一份职
业，更是肩负的一种责任。

放假期间，回到重庆的黄江去医院检查了自
己的身体状况，长期的高原生活让他心、肝、脾等
身体器官因超负荷运作变大，身体机能也有所下
降。

“因为我是一名免费师范生，我觉得我有责
任、有义务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到祖国最需要的
地方去，为西藏昌都的教育贡献一份力量。”黄江
说。

把所有热情释放给学生和工作

记者跟随黄江在校园的林荫下穿行而过，脚
步轻快的他走在前方，双手摆动有力，瘦削的脊
背挺得笔直，显得坚毅而刚强。直到谈到家人时，
记者从他眼中看见了缕缕柔情。

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工作的繁忙让黄江
很少回家，最牵挂、最惦记的便是重庆的家人。

2018年8月的一天，黄江的外婆因身体不适
住院，黄江像往常一样与外婆视频通话，可这次

通话却成了黄江援藏支教期间最后悔的一件事。
第二天，黄江便从家人那里得知外婆去世的

消息。“当时我就蒙了，半天没有反应过来。现在
一直后悔为什么没和外婆多说几句话，没再多看
她几眼。”

当时正值 2021 届高一新生军训，作为年级
组管理成员和班主任的他事务繁忙，没有办法脱
身返渝，连送别外婆最后一面的机会都没有。昌
都至重庆 1400 公里的遥远距离，成为他和外婆
之间永远的遗憾。

和家人除了地理位置的距离之外，让黄江担
心的还有时间上的距离。

黄江离开重庆援藏支教时，他的儿子才满
一岁，为了尽可能陪伴家人，在工作之余，他几
乎每天都会和家里视频。随着时光流逝，黄江
在屏幕里看着儿子逐渐长大，他发现自己成为
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个缺失的角色，内心满是愧
疚。

“四年时间过去了，现在他已经5岁了，在他
成长的这段时间里，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在他身边
陪伴他，很担心他哪天就认不出来我了。”黄江告
诉记者。

家国情怀，家是心中的港湾，国是立身之本。
先国后家，为国舍家。为了祖国的援藏事业，他只
能默默承受思乡思亲之情，忘记悲伤和思念，把
所有的热情释放给学生和工作。

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让他选择留下

“我连续在藏支教的主要原因就是学生，学
生的单纯、质朴以及对知识的渴望打动了我，使
我坚持到现在。”黄江告诉记者。

两次援藏支教期间，黄江一直把学生放在第
一位。他在教学中发现，学生希望通过读书去了
解藏区之外更大的世界，但缺少课外阅读书籍，

于是联系江北中学，发动师生进行爱心捐赠，为
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筹到2000册课外书籍。

同时，他还发现当地学生缺乏学习训练资
料，他再一次联系江北中学，为昌都市第一高级
中学争取到价值2.3万元的化学资料用书。

在黄江的班级有一名学生家庭极其贫困，准
备辍学，但学生本人却希望继续读书。为解决学生
面临的困境，黄江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让他不再
有心理上的负担，并每月对他进行资助和辅导。

班上另一名学生有绘画天赋，也因家庭贫困
无法支付美术培训的费用。在了解情况后，黄江为
这位学生支付了培训费用，并坚持督促其学习训

练。
这样一个又一个渴望学习知识的孩子，让黄

江对昌都这座西藏小城难以忘怀，并连续两次申
请加入“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希望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去帮助他们。

四年来，黄江先后荣获昌都市“优秀援藏教
师”“最美援藏教师”“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援藏
干部人才”称号，这次则被评选为2020 年度“最
美北碚人”。

“我将先进的教学经验应用于课堂当中，将
更多的先进教育理念带入当地。”对于剩下的两
年支教时光，黄江依然保持着那份激情。

黄江：为西藏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本报讯（记者 刘严馨）日前，重
庆市北碚区中医院医疗收费电子票
据全面上线。

市民可扫码关注重庆市北碚区
中医院微信公众号（如图），点击屏幕
右下角“电子票夹”。进入“电子票夹”
界面后，点击“我的单位——重庆市
北碚区中医院”，可通过“自助取票”

“扫码查票”“我的票夹”三种方式获
得票据。进入“自助取票”界面后需输
入就医人的真实姓名、手机号/就诊卡
号/身份证，或者点击“扫码查票”，扫
描收据上的二维码。市民也可以点击

“我的票夹”查看电子票据系统开通
后生成的电子发票。如市民需要核对
您的电子票据，选择“票据下载”或者

“发送至邮箱”。

据了解，电子票据可以作为报销
凭证使用。依据《重庆市财政局关于
规范财政电子票据管理使用有关事
项的通知》渝财非税〔2019〕4 号文第
五条规定，重庆市北碚区中医院开具
的医疗收费电子票据与纸质票据具
有同等法律效用。

北碚区中医院

医疗收费电子票据上线

本报讯（记者 向金城）连日来，
天生街道携火柴计划公益项目组委
会开展“有爱无碍，圆梦助残”活动，
给辖区内残疾人送去新春祝福。

活动中，志愿者与嘉陵画院工作
室的工作人员一起写“福”字、春联，
赠送给天生街道残疾人居家托养服
务项目服务的五十户残疾人，表达对
他们的美好祝愿。同时，志愿者还为
他们带来了爱心企业提供的慰问品，
并为部分残疾人实现新年愿望。

天生街道西南大学北社区居民
张力表示：“能收到来自社会各界的
祝福非常高兴，我会好好生活，不辜
负他们的良苦用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活动还配
套在抖音平台上开展了持续一周的
才艺接龙送春节祝福活动，吸引了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参与，为残疾人
献上歌舞秀、钢琴表演等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节目，得到了大家一致
好评。

天生街道

开展“有爱无碍，圆梦助残”活动

本报讯（记者 刘美君）2 月 16
日，柳荫镇召开2021年“话桑梓·谋振
兴”东升明通片区乡贤座谈会，40 余
名乡贤齐聚一堂，共话乡村振兴，共
谋发展大计。

当天下午，乡贤们先后前往柳荫
农产品展销中心、柳荫艺库、小河沟
院落等地，详细了解柳荫镇产业融合
发展、乡村特色文旅、村容村貌提升
等方面的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
上，乡贤们立足自身所在行业和领域
发言，围绕家乡乡村振兴、农旅融合、

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经过乡贤们的推荐和酝酿，最后表决
成立了东升村、明通村乡贤理事会，
为乡村振兴出智、出资、出力。乡贤们
纷纷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柳荫镇的
发展，充分发挥各自资源、技术等优
势，为家乡建设多做贡献。

柳荫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柳荫镇将深挖植根乡土、凝聚乡
情的乡贤文化，充分发挥好乡贤理事
会的作用，让“新乡贤”成为正能量的
传播者，成为乡村振兴的践行者。

柳荫镇

召开东升明通片区乡贤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刘黎 李万伟）
2 月 19 日下午，施家梁镇三胜村、施
家梁村及机关单位 40 余名志愿者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对三胜渡口周围河道垃圾进行清
理，保护和改善辖区河道环境。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身着红马
甲，手持夹子、垃圾桶，分组沿着高低
不平的河岸一路清理，将沿岸的生活
垃圾、建筑垃圾、杂草、枯枝等一一拾
起，装进垃圾袋。经过一个多小时的
努力，沿线的垃圾已被全部清理打包

带走，河岸恢复了往常的干净。
施家梁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黄

烁表示，施家梁镇每周都会组织志
愿者开展一次全民动手日活动，现
在已经将它打造为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的志愿服务品牌，它的主要目
的就是引导全镇群众爱护环境卫
生，劝阻不文明行为。同时，黄烁也
向大家发起倡议：美丽的风景给人
美好的享受，在享受美好春光的同
时，一定要文明旅游，将身边的垃
圾带走！

施家梁镇

开展清扫河道志愿活动

本报讯（记者 齐宏）近期，我国多
地在进口冷链食品的外包装和相关环境
中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为此，区市
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进
口冷链食品时，别忘扫码“渝溯源”。

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解飞介绍：
“市民在选购进口冷链食品时，可以打
开微信扫‘渝溯源’二维码，手机就会显
示产品的溯源信息，比如原产国、检验

检疫单号等。”
据介绍，为全面做好对进口冷链食

品的科学、精准追溯和监管，“渝溯源”
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平台已在我市
全面推广，市民在各大商超购买进口冷
链食品时，应先查看销售单位是否公示
有“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证明”及

“消毒证明”，并扫描“渝溯源”二维码，
实现进口冷链食品从海关入关、贮存分

销、生产加工、批发零售、餐饮服务到消
费者“全链条”信息追溯。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在
挑选进口冷链食品时，应尽量佩戴口
罩、一次性手套，避免用手直接接触。在
购买进口（冷链）食品时，应主动扫码

“渝溯源”，切忌购买来历不明，没有溯
源信息的进口冷链食品。购物后双手不
要触碰口鼻眼等部位，应及时洗手消

毒。
此外，消费者在烹调冷链食品时应

烧熟煮透，避免生吃、酒泡或腌渍后直
接食用，食用冷链食品后一旦出现发
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主动告
知食用时间、食品种类及食材来源等信
息。在购买进口冷链食品时，如发现商
家无“三证一码”或信息不相符，市民可
拨打12315举报。

区市场监管部门提醒：

购买进口冷链食品 别忘扫码“渝溯源”

连日来，春光明媚、鲜花盛开。
在澄江镇五一村樱花橘乡农业公
园，早樱花相继盛开，吸引了许多
市民带着家人，邀约朋友前来踏青
赏花。 记者 秦廷富 摄

农业公园
樱 花 开

图1 2月19日，澄江镇五一
村樱花橘乡农业公园内樱花盛开。

图2 2月19日，在澄江镇五
一村樱花橘乡农业公园，家长带
着孩子赏花踏青。

图3 2月19日，在澄江镇五
一村樱花橘乡农业公园，游人在
拍摄盛开的樱花。

图图11

图图22 图图33

本报讯（记者 李万伟 刘黎）
连日来，春光正好，天气晴暖，东阳街
道西山坪村苓茏苑樱桃花进入观赏
期，一株株樱桃花争相绽放，依山势
形成连绵起伏的“花海”。

据介绍，苓茏苑种植樱桃约 50
亩，眼下已进入盛花期，盛开的樱桃

花把园子装扮成了童话世界，蜜蜂蝴
蝶上下纷飞，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目前苓茏苑种植的樱桃主要有
三个品种，分别是南早红、红妃和乌
皮樱桃，果大味甜汁多，一般从四月
初开始采摘，采摘期将持续一个月。”
重庆苓茏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

理朱永彬告诉记者，除了观赏樱桃
花，三月初，市民们还可前往苓茏苑
观赏桃花。届时，总面积两百余亩的
桃花集中盛开，可供游客拍照“打
卡”。

据了解，西山坪村气候条件宜
人、交通便捷，近年来，该村走“农

业+文化旅游”的综合发展模式，西
山坪村苓茏苑作为主城近郊最大的
生态休闲游客场地，是集乡村旅游、
农事体验、休闲度假、研学教育等多
功能一体的田园综合体，曾被授予

“3A 级景区”“北碚最美农庄”等称
号。

春季出游好去处

西山坪50亩樱桃花盛开

在江北中学高三办公室，黄江在办公桌上翻阅试卷。 记者 秦廷富 摄

记者 刁翌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