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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辉轻洒，繁星点点，照亮雪域高原的夜空。

“每一天，我都被感动着。美术课上，孩子们画出北京天安

门；家访告别，藏族大姐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西藏

自治区山南市琼结县，结束一天教学的周志超回到人才公寓，

坐在电脑旁写起日记。

今年是对口援藏工作实施

30周年。30年来，援藏干部人才
跨越千山万水，奋战雪域高原，

西藏步入发展最快、变化最大、

群众获得感最强的历史时期。

在援藏队伍中，有这样一群

响应 国家 号召的 援藏 志愿

者———湖北文理学院“格桑花”

大学生支教团，周志超是其中一

员。今年 9月，她和另外 4名队
员赴藏“上岗”，开启为期半年的

支教生活。

格桑花，藏语寓意幸福之花。

2014年以来，该校共有 17
批 88人次来到襄阳市对口支援
的琼结县开展义务支教。他们用

青春之光照亮孩子们的未来，被

誉为“最美格桑花”，获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西藏青年

五四奖章”集体等荣誉。

十年寒来暑往，“格桑花”在

三尺讲台接力赓续，不仅帮助一

批批藏族学子走出大山，更深切

感受到了西藏的变化。

走上野云端冶的多媒体教室

现代化教学楼、多媒体教

室、标准足球场，走进投资 1.2亿
元新建的完全小学，第十七批

“格桑花”支教团的成员们眼前

一亮。

更让他们惊讶的是：琼结县

中学、完全小学的考试成绩在山

南市名列前茅。

这与第一批支教队员和风

帆等人刚来时看到的情形有天

壤之别。

“当时，学校连个像样的校

门都没有，教室矮小且破旧，老

师匮乏。”和风帆说，2013年，琼
结县中学只有 1 名学生考上了
区外西藏班校。

帮孩子们夯实学业基础，成

为“格桑花”们的首要任务。

20平方米的小房间，几张破
旧桌椅，一面可拆卸的黑板，第

一个辅导班在琼结县中学建了

起来。

冬去春来，在两批“格桑花”

的奋战下，2015年，辅导班的 10
名学生考上区外西藏班校。

“永远怀念那间小屋。”已经

大学毕业、在拉萨上班的洛桑扎

西说，如果没有辅导班，自己很

可能考不上高中、上不了大学。

从第三批到第十七批，辅导

班从未间断。但授课环境，已从

破旧小屋，换到了光纤互联网覆

盖的“云端”多媒体教室。“格桑

花”们的宿舍，也从狭小的多人

间，搬到新建的人才公寓。

学习环境的改善，让孩子们

更惬意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

2023年，琼结县中学中考总
均分拿下山南市第二名，完全小

学小考达线率位列全市第一。

“进步之快、变化之大，‘格

桑花’功不可没。”琼结县教育局

副局长索朗扎西感慨。

丰富多彩的野第二课堂冶

“同学们，跟我一起学。”11
月 10日，完全小学操场上，“格
桑花”谭锐带着几十名学生打起

了长拳。

谭锐的到来，让传统武术再

次走进这个校园。第一次是 8年
前，支教队员廖文茂创建了琼结

县中学第一个武术社团。

“老师，我想画天安门。”“老

师再给我讲一讲透视吧。”支教

队员吕邦贾至今还记得，2016
年，他在中学成立第一个美术社

团时，孩子们那一双双渴望的眼

神。每次上完课，大家还要围绕

着他，要求多讲半小时。

第一支合唱队、第一支国旗

护卫队、第一个科创社、第一个

足球社、第一个篮球社、第一次

美术展览、第一场机器人快闪、

第一个汉藏双语广播站、第一套

课间啦啦操……“第二课堂”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

“老师，是不是位置越高，信

号就越好？”“为什么？”“因为我

家的天线放在房顶越高的地方，

搜到的台就越多。”这是 2017年
10月，支教队员李长存与一名学
生的对话。

作为琼结县中学科创社的

创始人，李长存没有轻易答复，

多次借校长出差的机会“蹭车”，

从区外海拔 5米到海拔 4000米
的不同地方测量数据。

根据结果，孩子们设计的

“海拔高度与北斗卫星信号强烈

度的相关性检验”实验，斩获“北

斗领航梦想”全国青少年科创大

赛一等奖。此后，科创社更名北

斗班，延续至今。

看过世界的孩子，更能被世

界看到。

在北斗班种下航空梦的阿

旺旦增，今年如愿考上中国民航

大学；读着《平凡的世界》考上大

学的拉吉白玛，立志回藏当幼

师；参加篮球社团的格桑扎西，

已是大学篮球校队的一员……

“格桑花”教过的孩子，越来

越多考出大山、走向全国。

“像雄鹰一样飞得高，像大

树一样不忘本。”受访学子们表

示，第二课堂点亮了新的人生，

开阔了视野，让他们更加热爱祖

国、热爱西藏，更加阳光自信；他

们考出大山，是为了更好地回来

建设家乡。

越走越近的家访路

9月 7日，考入湖北文理学
院的尼玛格桑新生入校，迎接他

的是支教老师纪官升。

为了这次重逢，纪官升专程

从千里之外的山东赶到襄阳。两

人携手共唱《烛光》，再叙师生情。

看到唱歌的视频，在华北电

力大学读大二的格桑扎西，回忆

起 2018年中秋节纪官升家访的
情形。

“一路上，老师给我讲了很

多区外的事。路虽远，心却越来

越近。”格桑扎西说。

走不完的家访路，说不完的

心里话。

“一路上，达珍像一个小老

师，不停叮嘱我注意脚下。”“离

开时，达珍和妈妈送了又送，走

了一段又一段。”第九批支教队

员彭闯在日记中写道。

琼结县面积 1030平方公里，
常住人口 15万，地广人稀，十年
前客运班车少，“格桑花”家访往

返几个小时是常态。

“现在条件好多了。”今年刚

完成支教的第十六批“格桑花”

周雨说，几年前，水泥路就通到

了村里。一路上不会再踩泥坑，

更不用爬山包抄小路了。有两次

家访，遇到热心司机，捎上他们

直接开进村。

10年家访路，感情越走越亲。
翻看“格桑花”日记，一个个

生动的细节浮现眼前：走在路

上，会有藏族孩子主动打招呼

“你好！”；到学生家里，家长像招

呼亲戚一样，端出酥油茶、小土

豆、甜饼；一进教室，会有一群孩

子跑过来求拥抱……

“格桑花”何渝琦在日记中写

道：“只有踏上这片土地，才能感

受到西藏百姓对祖国的爱，对援

藏兄弟的感情。家是西藏，国是中

国，我们站立的地方叫中国！”

这场爱的双向奔赴，改变了

不少“格桑花”的就业方向。

记者给“格桑花”团队发放的

问卷调查显示，96%的“格桑花”
认为，支教经历让他们更加不畏

艰辛，具备接受挑战的勇气。已

毕业的“格桑花”中，80%选择到
基层或者教育领域工作，10人留
在了西藏。 渊据叶湖北日报曳冤

从有学上 到上好学

野格桑花冶支教团眼中的西藏十年

10 年时间，公益司法保护
“中国方案”日臻完善。

最高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

国检察公益诉讼制度探索建立

十年来，办案规模稳健增长。自

2017 年 7 月检察公益诉讼制度
全面实施至今年 10月，全国检
察机关共办理公益诉讼案件

109.3万件，全面助推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14年 10月，党的十八届四
中全会提出“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

起公益诉讼制度”。今年，中国检察

公益诉讼制度探索迎来十周年。

十年来，随着公益诉讼案件

办案质效不断提升，办案领域不

断拓展，已从最初的生态环境和

资源保护等 4个法定领域，逐步
拓展到“4+11+N”的履职格局，
充分彰显公益司法保护“中国方

案”的蓬勃活力。

最高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国各级检察机关始终坚持正确的

办案理念，树立将审前督促行政

机关依法履职作为优先目标的理

念，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争取最

佳办案效果，累计向行政机关提

出检察建议 78.4万件，绝大多数
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回复整改率

98.7%。对于到期未整改案件，则
坚持以“诉”的确认体现司法价值

引领。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6063件，99.3%得到裁判支持。
针对公益损害问题往往跨

区域、跨流域、跨部门的特点，结

合综合治理整体性、协同性、复

合性要求，统筹发挥一体化办

案、跨区域协作、专项监督引领

作用，促进相关领域综合治理。

在流域综合治理方面，2020
年最高检办理的万峰湖专案，在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彻底清理了跨

贵州、广西、云南 3省 5县（市）的
网箱养殖污染问题。2021年最高
检办理的南四湖专案，用八个月

时间治理了横跨山东、江苏、安

徽、河南 4省 8市 34县区，流域
面积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南四湖污

染问题。最高检办理的长江船舶

污染治理专案，解决了长江经济

带 11省市、长江流域 3500条通

航干支流的船舶污染问题，长江

成为全世界第一条基本实现船舶

零排放的大江大河。检察公益诉

讼的这些生动实践，有力证明了

公益诉讼在破解流域治理等世界

性难题上的独特成效。

在矿业污染综合治理方面，

针对污染往往时间跨度长、违法

主体多、涉及领域广、遗留问题

多、行政机关职责不清等难题，通

过指定管辖，分级立案排除阻力，

开展调查，综合运用磋商等方式，

督促上下级多个行政机关全面履

职，依法追究违法主体生态损害

赔偿责任。湖南省检察院办理的

“锰三角”矿业污染案，涉及环境

污染、自然资源、安全生产、饮用

水安全、水土流失、农产品质量等

多方面公益损害问题，检察机关

既发挥行政公益诉讼的督促、支

持、协同功能，又发挥民事公益诉

讼的直接追责功能；合理划分政

府代为治理不当导致损害扩大的

责任，监督和支持政府开展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依法保障污染企

业正当权益，为矿业污染综合治

理提供了法治样本。

最高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公益诉讼检察部门将一体抓实

抓好“三个管理”，探索新的业务管

理模式，以更高水平管理促进高质

效办案，推动公益诉讼检察在新起

点上向更高质量发展。

渊据叶长江商报曳冤

十年办理案件 109万件

公益司法保护野中国方案冶日臻完善

2014年袁野格桑花冶支教队员王松渊右二冤课间
与藏族学生交流

2024年 11月袁野格桑花冶支教队员周志超在教孩子们
学电子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