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4日，铜仁市首家市级综合性
博物馆——铜仁博物馆在中南门历史文
化旅游区正式开馆。开馆仪式上，来自
东莞的一批非遗瓷刻和拓片成为亮点，
吸引了不少市民和留学生驻足。“东莞制
造”赋能铜仁文化，标志着东西部协作在
文化领域的深度创新，探索出一条“文化
遗产+现代制造”的融合发展路径。

千年文脉活态传承，让文物价值被
看见

依托明清府衙建筑而建的铜仁博物
馆（下简称博物馆），以“铜人·铜仁”为主

题，通过千余件文物展陈，系统梳理了铜
仁市上下 3000年人类文明史与1400年
建县设治史、600年设府史。

博物馆以“小而特、特而精”为定位，
通过“铜仁印记”“古城印记”两大板块，
串联起远古足音、红色沃土、绿美铜仁等
展厅，呈现铜仁从史前文明到多民族交
融的历程。

目前，铜仁博物馆馆藏文物1200余
件，展陈文物 250余件（套），其中包括先
秦牙璋、巴蜀图语印章、春秋铜钲、汉虎
钮錞于、汉铜鐎壶、清宣威助顺牌匾、
清朱茂记粉彩福禄寿三星像等代表性

藏品。
开馆当日，铜仁市众望实业有限公

司董事长周化望捐赠的两个明代瓷器碗
和一组10件套清代傩戏金文木制印刻
版，为博物馆增添了民俗文化厚度。“这
些老物件承载着铜仁人的生活记忆，捐
给博物馆才能让它们的价值被更多人看
见。”周化望说。

东西部协作“美起来”，东莞制造创
新文化表达

走进博物馆内广场，廊亭两侧镶嵌
的十多幅东莞非遗瓷刻作品格外醒目。

这些瓷刻以铜仁山水、民族风情为题材，
却以东莞陶瓷工艺呈现，成为东西部协
作的独特注脚。

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铜仁工作组
有关负责人介绍，2024年 9月，东莞博物
馆联盟首次组团出省交流，共议铜仁与
东莞博物馆联盟文、博、旅、教合作事宜，
自此开始密切往来互相“取经”。今年4
月，东莞马可波罗控股公司、唯美陶瓷博
物馆捐赠了《梵净山碑刻》系列陶瓷壁画
共18幅，唐贤东先生创作的《万山红遍》
瓷板画1件，让铜仁千年的文化基因在
现代脉搏中延续传承。

此次开馆，唯美陶瓷博物馆再度捐
赠 4块瓷刻与 70块瓷刻拓片，进一步丰
富了铜仁博物馆的现代表达形式。“东莞
以制造闻名，但我们希望用制造能力讲
好文化故事。”东莞博物馆联盟副秘书长
罗广浩表示。作为改革开放前沿，东莞
正推动“制造”与“美学”结合，此次捐赠
的瓷刻作品，既保留了铜仁本土文化内
核，又融入了东莞精湛的陶瓷工艺，实现
了传统与现代的跨界融合。

文化赋能探索新的“莞铜样本”
开馆当天，东莞捐赠的拓片吸引了

众多儿童和留学生参与拓印体验。孩子
们用宣纸、墨汁复刻文物纹样，在动手过
程中感受文化传承的乐趣。

馆长唐安民介绍，博物馆将充分整
合铜仁红色文化、民族文化等资源，深化
馆校合作，开发特色课程。“我们的目标
不仅是展示历史，更要让文化‘活’在当
下。”未来，博物馆计划联合东莞文博机
构，引入更多数字化展陈技术，并开展东
西部文化交流巡展。

这场以博物馆为纽带的莞铜文化交
流，正探索着东西部文旅协作的“莞铜样
本”，搭起两地人民之间的文化连心桥。
未来如何联动策展、铜仁文博资源如何
在东莞产业助力下转化为文创产品等一
个个实质性问题有了更清晰的回答。

同时，两地还希望能在文化生产、文
博社教活动策划、博物馆研学等领域开
展合作，以文博带动文旅，不断续写“粤
黔协作·莞爱铜行”的更多精彩故事。

两地博物馆代表捧起《万山红遍》瓷板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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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制造赋能铜仁文化焕发新光彩
邹春江 文/图

皓月当空，繁星点点，松桃苗族自
治县孟溪中学，慢慢恢复宁静，群山已
经沉睡。

孟溪中学的一间办公室，依然灯火
通明，57岁的支教教师吴喆伏在案头，忙
着批改学生的作业，备课本和作业本上
密密麻麻的批注，承载着她对孩子们的
殷切期望。

自 2023年 8月下旬以来，这位来自
沿海之滨的高级教师，跨越千里来到苗
岭松桃支教，既当严师也当慈母，对学生
严管厚爱，悉心守护学生健康成长；她自
掏腰包设立万元奖学金，激励孩子们奋
进，鼓励孩子们求学路上不掉队。

其实，她来苗乡支教，很多人不理
解，都到退休年龄了，为何不享受悠闲的
退休生活，偏要到千里之外去支教？不
是自找苦吃吗？

夕阳红只为朝阳升！她来苗岭，就
是要用师者的大爱，让朝阳从山区升起。

跨越山海 千里奔赴支教路
“吴老师，听说您要申请延迟退休去

贵州支教？”当朋友听说吴喆申请延迟退
休、到千里之外的贵州支教时，朋友圈议
论纷纷。吴喆老师是广东省东莞市虎门
第三中学的高级教师，丈夫办企业，儿子
在国外留学，家庭条件优渥，她本可在退
休后享受悠闲的生活。但是，当她得知
学校要派人到贵州支教时，内心深处那
个蛰伏多年的支教梦想瞬间被唤醒了。

“把自己活成一道光，因为你不知
道，谁会借着你的光，走出了黑暗。”泰戈
尔《用生命影响生命》里的这句诗，让作
为教师的她有个去西部支教的心愿。30
多年前，吴喆从华南师范大学毕业后，就
扎根教学沃土，奋战在教学第一线，把一
批批学生送进高校的大门，桃李满天
下。但在她心中，却始终有个未完成
的心愿，到西部山区支教，在那里发光
发热。

2023年，机会终于来了。那年她刚
满55岁，正是办理退休的年纪，当得知贵
州松桃需要政治老师时，她毅然决然选
择了延迟退休到西部边远山区支教。得
知她要到贵州支教，亲朋好友纷纷表示
不理解。有人说：“都快退休了，还折
腾什么？”学生说：“吴老师，何必跑那
么远呢？”

面对劝说与不理解，吴喆只是淡淡
一笑：“那里需要老师！”于是，她义无反
顾，告别了亲朋好友，告别了熟悉的海滨
城市，来到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
县孟溪中学，在这里发挥自己的余热。

刚到孟溪中学，面临着种种挑战。
广东人饮食习惯清淡，而贵州的菜肴无
辣不欢，让她的肠胃备受煎熬；语言沟通

也成难题，贵州方言与普通话虽有相似
之处，但交流起来仍有难懂之处；有的学
生基础薄弱，自制力差，没有良好的学习
习惯，如果按教参书或东部学校的教学
方式是根本行不通的。

“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就得有一桶
水。”作为有着30多年教学经验的吴喆很
快适应了当地的饮食，并找到了教育的
切入点。她为了使课讲得深入浅出、通
俗易懂，经常要花长时间制作一节课的
课件，有时一直到深夜都还没有熄灯休
息。备课时，她注重每一节课的导入、新
授、小结、巩固练习、板书设计、作业布置
等，一定要备好课，她才能安心睡觉。

当然，也有让吴喆感到手足无措的
时候，因基础偏差，学生们跟不上老师的
节奏，学习显得非常吃力，学习热情不
高，更有甚者干脆“躺平”不学。对此，她
因材施教，转向深入了解学生的家庭环
境、年龄特点、心理特征、学习基础、学习
态度、学习习惯、学习能力、兴趣爱好等，
为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习
惯、创造良好的班风学风、与学生融洽相
处等打好基础。

接着，她与学生交流、谈心，向学生
讲外面精彩的世界，讲东部学校的故事，
使他们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树立学习的目标，有目标才有动力。之
后，吴喆又从最基本的课堂常规抓起，从
课前准备到课堂听课再到课后作业都做
了严格的规定，逐渐改变学生原来的懒
散和注意力不集中等不良习惯；讲课时，
她注意放慢节奏，放缓语速，让每个学生
都能跟得上、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万元奖学金，点燃希望之火
按照规定，吴老师支教的时间是一

年。当吴喆支教一年期满时，又向学校
申请支教留任一年。她说，她舍不得这
些孩子，虽然很多孩子基础薄弱，但孩子
的眼里有光，眼里有对美好未来的向往。

为了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吴喆自
掏腰包买奖品，奖励学习自觉主动、成绩
优秀、成绩进步大的学生，还请老家人千
里迢迢快递家乡特产荔枝给学生们品
尝，让学生们品味来自远方的甜蜜，感受
老师对他们的拳拳之情。

在接下来的教学过程中，吴喆的举
措更是让人意外，为了鼓励更多的学生
发奋学习，她用自己的工资设立万元奖
学金，奖励全校各班在期末考试中成绩
优异和进步显著的学生，以激发孩子们
的学习热情。

这个消息传开后，学生们既惊讶又
感动，奖学金发放那天，操场上充满了欢
声笑语，当吴老师将奖状和奖学金发到
学生手中时，孩子们的脸上露出了灿烂

的笑容，有些孩子感动得眼眶都红了，由
衷地说：“谢谢老师！”此情此景，吴喆感
到很欣慰。对于山区的孩子来说，这份
奖学金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奖励，更是对
他们努力的认可和鼓励，给他们带来无
穷的学习动力，点燃了他们的希望之火。

除了物质奖励，吴喆更注重精神上
的激励。她常常在课堂上分享自己的成
长经历，讲述外面精彩的世界，让孩子们
明白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她还鼓励学
生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并帮助他们制定
学习计划。在她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
学生重拾学习的信心，教室里的学习氛
围也越来越浓厚。

奖学金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不仅
激发了学生们的学习热情，学生们的精
神面貌焕然一新，班级成绩也从全县后
20%跃升至前百名。吴喆也得到了当地
老师和家长的高度认可。有家长找到吴
老师，当面感谢她对孩子的关心和帮
助。看到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她觉得
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严师慈母 温暖山区童心
吴喆在学习上是学生的严师，在生

活上更像学生的慈母。在孟溪中学，有
个特殊的群体就是留守未成年人，他们
的父母为了生计而外出打工，将孩子留
在老家，由年迈的爷爷奶奶照顾。由于
长年缺乏父母的关爱与陪伴，有的孩子
出现了心理与学习的问题。比如，胆小
害羞、不善交往、自卑懦弱、学业韧性较
弱、学习效能感低、学习成绩不理想等。

小娟（化名）是班上的留守未成年
人，父母在外打工，她跟着年迈的爷爷奶
奶生活，性格孤僻内向，沉默寡言，不愿
与同学交往，学习习惯不好，学习成绩低
下。吴喆得知她的情况后，给她关爱，照
顾她的生活，辅导她的学习，找机会跟她
聊家常，让她打开心结，周末经常邀请她
到宿舍包饺子、煮饭等，当起她的“义务
妈妈”，给予她特殊的“母爱”。

为了排解她对父母的思念之苦，吴
喆常常借自己的手机给她与远在他乡的
父母进行视频通话，与父母“面对面”交
流沟通，感受亲情的温暖，在快乐中成
长。渐渐地，小娟的脸上有了笑容，愿意
跟同伴一起玩了，学习成绩也有了显著
提高。她逢人就说：“吴老师是严师，也
像慈母，给我浓浓的关爱。”周末包饺子、
做饭，成了两人的“秘密约定”。

像小娟这样的转变，在孟溪中学并
非孤例。吴喆对其他留守未成年人，也
一样关注。在平时的学习生活里，有的
留守未成年学生纪律涣散，作业不完成，
学习成绩差，不愿参加集体活动，有的受
到“留守老人”的溺爱，回到学校不服老

师管教，厌学情绪膨胀，成为学校学生管
理的“老大难”。

要帮助这些孩子，不仅要关注他们
的学习，更要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
吴喆走访了这些学生家庭，详细了解孩
子们的生活状况后，决定为他们撑起成
长天空。比如，在课堂上会更多地关注
留守未成年人，对他们多鼓励、少批评，
课后多与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的心声，一
起参加课外活动，让他们树立自信，带着
乐观开朗、愉快轻松的心情去学习，养成
活泼开朗、乐观自信等优良品质。

在吴喆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留守
未成年人变得开朗自信，他们不再是沉
默寡言、自卑怯懦的孩子，而是充满活
力、积极向上的少年。看着孩子们的变
化，吴喆感到无比欣慰：“这些孩子就像
我的孩子一样，只要他们能健康快乐地
成长，再多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小芬（化名）是个孤儿，她跟着叔叔
婶婶生活。由于缺乏父爱母爱，她的性
格怪异，纪律性差，学习无动力，成绩不
理想，上课时爱说话、看小说，老师提醒
她时就满脸不高兴，甚至顶撞老师。有
一次看小说被吴喆没收了，她向老师讨
回，吴喆说：“要回小说可以，但你要背一
道题给老师听，背出来了，就把书退给
你。”这个学生为了讨回书，很快就背出
了一道题，吴喆当众表扬了她，把书还给
了她，并奖励她一颗棒棒糖。

极少受过表扬和奖励的小芬很高
兴，从此悄悄地变了，上课认真听课做笔
记，课后主动找组长或老师背书，成绩进
步很大，以前从来没考过及格，后来考及
格了。吴喆及时表扬了她，鼓励她继续
努力，好好学习。吴喆还经常利用课余
时间与她谈心，给她讲人生道理，引导她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吴老师的鼓
励下，小芬的成绩有了明显进步，性格也
慢慢变得开朗。她说：“吴老师，谢谢
您！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

支教以来，吴喆还主动承担年轻老
师的培养工作和“示范课”，把东部先进
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毫无保留地传
授给当地教师，让当地的学生享有东部
发达地区的先进的教学改革成果，真正
践行“粤黔协作·莞爱铜行”。去年，松桃
苗族自治县教育局授予她“优秀支教教
师”称号，铜仁市教育局授予她“东西部
教育协作优秀教师”称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眼看着两年的
支教生涯快要结束了，吴喆又向组织申
请第三年支教留任。她说，无论自己以
后身在何处，她都不会忘记自己曾在这
片土地上播下过希望的种子，不会忘记
这片她曾经挥洒过汗水的贵州热土。

夕 阳 红 只 为 朝 阳 升
——记东莞市虎门第三中学支教教师吴喆

郭进阙成岱

3月 24日，东莞市厚街医
院肿瘤专家孙成晖踏上前往武
陵山区的征程。当汽车驶进草
木蔓发的石阡县，扑面而来的
是满目葱郁的山水风光和清新
空气。

43岁的孙成晖，是刚被厚
街医院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的
肿瘤科主任医师，主动请缨得
到领导批准后，他成为东西部
协作医疗队的一员。“莞铜情
深，山海相连。”这八个字从此
有了重量。

从沿海制造业重镇到群峰
叠嶂的山区，东莞和石阡隔着
千山万水，因国家东西部协作
战略，两地紧密相连。孙成晖
深知，“此行肩负的不仅是行
李箱里的专业书籍，更是传
递先进理念、传授专业技能
的使命。”

初到石阡县人民医院肿瘤
血液外周介入科，孙成晖面临
的是科室成立刚满一年的现
实：人才、技术、设备都处于起
步阶段。但医院领导给予了他
充分信任与支持，聘任他为学
科带头人。

不负团队期盼和秉承医者
仁心。孙成晖迅速投入工作，
为科室制定了详实的学科发展
规划，覆盖“亚专科建设、临床
医疗质量、人才梯队建设、新技
术开展”等六个方向。

“新科室潜力大，大家积极
性高，这是最宝贵的财富。”孙成晖敏锐地捕捉到这支
年轻医疗团队的求知热情。他的帮扶行动迅速铺开，

“细”与“实”成为工作核心。
——每天准时准点集体大查房：查房结束，孙成

晖会对新患者和疑难病例进行重点分析指导。护士
长娄琴看在眼里：“孙主任带我们扎实开展临床业务，
让年轻医生在实践中切实提高医技水平。”

——“化整为零”利用晨间充电：利用每天早交班
后的碎片时间进行专业知识小培训，契合清晨大脑的
清晰状态，点滴积累效果显著。

——每周二专家门诊和世界肿瘤日大型义诊：让
石阡百姓无需远赴大城市，在家门口就能获得三甲医
院水平的肿瘤诊疗服务。世界肿瘤日大型义诊活动
前60名患者，可免费到医院做检查。

然而，更大的挑战还是医疗技术领域的空白。此
前，石阡县人民医院肿瘤科诊断主要依赖CT引导下穿
刺活检术，耗时长、并发症风险高。

6月 6日，在孙成晖主导下，科室成功开展首例超
声引导下肺穿刺活检术。这项技术将检测时间从半
小时缩短至15分钟，显著降低了气胸、出血等并发症，
为当地患者填补这项关键的诊断技术空白。

前不久，72岁的肺癌晚期患者梁某抱着最后一丝
希望从呼吸科转入肿瘤科。一年多前确诊后，他曾放
弃治疗。CT显示癌细胞已广泛转移，双肺布满肿瘤，
生命只能靠呼吸机艰难维持。

梁某对化疗充满抗拒与恐惧，身体状态也已无法
承受其副作用。孙成晖为他量身定制一套治疗方案：
穿刺、基因检测、靶向联合免疫治疗。结果令人惊喜：
第一次治疗后，梁某便能短暂脱氧。

第二次治疗后，他彻底摆脱呼吸机，奇迹般地下
床行走。如今，梁某仅需按时服用靶向药物，生命预
期被科学延长1至 3年甚至更长，家属的欣喜之情溢
于言表。

孙成晖带来的不仅是技术，更有治疗理念的春
风。石阡当地许多群众对化疗存在误解，认为“会掉
头发就是伤身体”，宁愿舍近求远，奔赴遵义、贵阳
甚至重庆的大医院，承受着高昂的交通费用与时
间成本。

“肿瘤科成立之初，40多张床位入住率仅有一
半。”孙成晖带领肿瘤科的医护团队，用专业与真诚一
点点重建信任。他们耐心科普：化疗副作用可控，早
期癌症患者有望通过化疗根治，晚期患者也能借此控
制扩散、延长生命。

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准的个体化方案和新技术应
用，切实提升疗效，降低痛苦。患者的信任度快速提
升，如今科室病床基本满员——患者愿意相信家门口
的专家，既省去奔波劳顿与巨额开销，又能获得先进
的医疗服务。

5月31日，端午节。石阡县人民医院肿瘤科办公
室里传出笑语欢声，现场其乐融融。医护人员自费买
来饺皮和五花肉，邀请患者及家属一同包粽子和饺子
过节。

从外地赶回照顾父亲的家属卢某感慨：“父亲生
病住院，我们没来得及回家过节，但在这里，也像能感
受家一般的温暖。”孙成晖和他的团队深知，对抗肿瘤
的战役漫长而艰辛，医者的仁心与技术同等重要。

奉献一旦播下火种，必将汇成普照大地的光焰。
在孙成晖的医疗帮扶规划图上，微波消融术、输液港
及PICC置管术等多项新技术会在这里开枝散叶，石阡
肿瘤患者的治疗选择将会更加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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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佛顶山，默默注视着这位东莞医者
的奔波与汗水；悠悠龙川河，静静流淌着两地
日益深厚的情谊和期盼。孙成晖在石阡的帮
扶之旅刚满三个月，而他所点燃的技术火种
与播撒的仁心，正在这片曾经医疗薄弱的土
地上生根发芽。

山海不为远，医者仁心无界。当先进技
术跨越千里在山区落地，当个体化治疗为绝
望者重燃生命之光，孙成晖的足迹丈量着协
作的深度。他带来的不只是新技术，更是本
地医疗自信的重建——40张病床从半空到满
员，是当地群众投下的信任票。

石阡龙川河奔流不息，如同医者不倦的
初心。那份在病房里升腾的饺子热气，不单
是节日的温暖，更是医患共渡时艰的无声誓
言。山海协作的伟力，终将融入每一个重新
挺直的脊梁、每一张重获希望的脸庞。

笔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