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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倾注事业 以身作则树典范

走进李彩玉的课堂，气氛轻松活跃，内容丰富
饱满。1997年，李彩玉来到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成
为了一名语文教师。有着 20多年工作经验的她面
对新时代教研工作产生了创新的想法，于是，“积极
深入研究新教材、新教法和新课标”成为她近两年最
投入心血的工作。

“在‘互联网+’条件下，教育面临一个普遍问
题，新的教育理念尚未形成，知识传授仍占主流；
只改变教学条件而不改变教学模式的做法，使

‘人灌’变为‘机灌’。”李彩玉说。在学校领导的
指导下，她开始引领全体高一年级教师探索新教
材、新教法。

2020年，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新校区正式启用。
作为政教处主任，李彩玉带领全体高一年级班主任
探索全新管理模式。她广泛收集国内外影响较大
的有关信息时代课堂教学新模式构建的论文、论著
进行分析，基于文献分析结果，带领骨干教师开展
人工智能背景下新型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在她
的课堂上，“讨论、质疑、探究、合作”成为对学生最
核心的要求。作为课堂讨论的“总指挥”，她精心选
择具有一定讨论价值的内容，并在引导学生进行一
系列活动中，准确把握学生思维活跃的时机进行核
心内容的传授。“小组讨论的学习模式极大提高了
我学习积极性，也便于我和同学之间的交流，这种学
习方式让我很快乐。”学生给予的评价给了李彩玉更
大信心。

李彩玉不仅在教学中推行探究式小组合作学
习；还在教师中推行集体研课。通过变革和创新教
学理念，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虚
拟仿真”等技术支撑，对学生进行创新能力培养。
每天下课后，李彩玉将所感所获整理成课题研究
成果，将课堂上学生的外显行为和内敛特征进行
观察、思考，编写具有故事情节的教学案例，并归
纳出影响教学有效性的主要问题行为，从而为改
进教学提供实证。“我希望能够构建‘人网融合’课
堂教学新模式，探索优质学校带薄弱学校的机制
措施，形成优质教育源共享。”李彩玉说，“硬件设
施的使用并不是‘互联网＋’教育的关键，而是要
通过大数据、虚拟仿真及各类人工智能平台，变革
和创新课堂教学模式，让学生深度理解知识、感悟
与探究知识，使课堂教学个性化，从而让教师能够
精准调控课堂教学，构建人工智能背景下‘人网融
合’的课堂教学新模式。”

自 2018 年入职以来，魏娜娜先后任职过多个岗位，无论
角色如何转变，她始终坚持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在实践
和摸爬滚打中不断提高自身工作和为民服务能力。在基层
工作的 5年经验让她明白，只有不惧脚下沾满泥土，深入到基
层一线，俯下身子融入到群众中去，才能更加细致地了解群
众的需求和难题，才能更加切实地为群众解决困难。作为乡
镇基层干部，魏娜娜的心始终和群众在一起。

“只要是工作需要、群众需要，我就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
尽责，努力贡献自己的力量。”她始终谨记厦大校训“自强不
息、止于至善”魏娜娜说，努力用自己学到的知识为群众安居
乐业和乡村振兴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作为政协委员，
她也希望能发挥委员优势，带动引领更多的优秀青年学子积
极主动投身到西部建设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不忘梦想 读书圆梦

盛夏的 7月，魏娜娜在长势喜人的葡萄藤下为来往游客宣
传推介白寺滩村特色产业——龙二大青葡萄，盛邀大家 8月来
白寺滩村品葡萄，住民宿。

回顾魏娜娜的成长历程，她坚定地认为“人任何时候都
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16岁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原因魏娜娜
从老家河南辍学到深圳打工。她曾在当地印刷厂、服装厂、
电子厂当过流水线女工，在超市门前摆过小摊，那时她每月
工资最高只有 600 元。即便如此，魏娜娜也没放弃读书，闲
暇时她常常一个人在宿舍看书、做题、背单词。她暗下决心
要好好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21 岁这年，魏娜娜重回校园
读高中，并在 24 岁时考上专科。 26 岁她休学一年结婚生
子，28 岁考上专升本，本科毕业后又考上厦门大学的硕士研
究生。2018 年，魏娜娜从厦门大学毕业后，被自治区党委组
织部选录为定向选调生，后分配到吴忠市公安局。

融合发力 振兴乡村

2019年 6月，在乡镇工作 10个月后，魏娜娜主动申请下村
锻炼，兼任东塔寺乡白寺滩村第一书记。任职期间她致力带领
群众发展白寺滩村特色产业——龙二大青葡萄种植。

到村第一年，为了打出大青葡萄的品牌影响力，她绞尽脑
汁撰写葡萄营销方案，骑着电动车往返吴忠市区和村部，为客
户送葡萄。为了找到批量采购大青葡萄的单位，魏娜娜和分管
农业的同事跑遍了吴忠市大型商超和规模企业。她还联合乡上
的宣传专干为龙二大青葡萄拍摄宣传照片和短视频，在抖音
等新媒体发布。在媒体的助力下，龙二大青葡萄多次被新华
社、《人民日报》、人民网、新华网等媒体报道，带动了大青葡萄
产业发展与销售。经过努力，魏娜娜和同事们帮助村民完成了
销售 1000多亩大青葡萄的目标。龙二大青葡萄有了知名度，价
格从以前的每公斤 12元左右提高到了现在每公斤 20元左右，亩
均收入在 2.5万元至 3.5万元，龙二大青葡萄成为白寺滩村的“致
富果”和“振兴果”。

2019年 7月，龙二大青葡萄种植技术被评为“第六批吴忠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2019年 9月，龙二大青葡萄
获得北京世园会优质果品大赛优秀奖；2021年，魏娜娜被评为
利通区 2020年度工作先进个人。

2022年，在利通区委的部署下，东塔寺乡开始大力发展民
宿（民俗）旅游业。魏娜娜分管这一块工作，她冲锋在前，多次
组织乡村干部、产业种植大户、致富带头人 100余人学习培训，
不断激发群众发展民宿（民俗）旅游业的内生动力，辐射带动周
边群众稳岗就业。目前白寺滩村已打造网红主题特色民宿 3
座，建有石佛寺、白寺滩村家访接待户及特色美丽庭院 43户，建
成龙二老醋坊、白寺滩村农产品展销中心、乡愁记忆馆、蜂坊等
特色农产品展示展销馆，带动文旅农旅融合发展。2022年，东
塔寺乡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魏娜娜包抓的白寺滩村
先后被评为吴忠市创业示范基地、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村、自治区人居环境整治示范村、自治区乡村治理示范村。

坚定信心 勇往前行

本报记者 束 蓉 文/图

不惧脚下沾泥土
不畏肩上扛责任

曾因家境原因辍学的她摆过摊、务过工，后
经过不懈努力圆了大学梦，并在硕士毕业后选调
至吴忠市利通区成为一名乡镇基层干部，为乡村
振兴奉献青春力量。她就是吴忠市利通区政协委
员，利通区东塔寺乡副乡长魏娜娜。

魏娜娜推荐乡村民宿。

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展现
黄河两岸翻天覆地的变化，崔小录用 30多种刻刀，
历时 4个多月，完成了一幅约 60平方米大小的贺兰
石雕刻作品《黄河流过我家乡》。

“为了创作好这幅作品，从选石头开始就颇费
功夫，先后选了 10块贺兰石，最终确定使用其中 3块
来设计制作。”崔小录将复兴号、贺兰县稻渔空间乡
村生态观光园、滩羊、枸杞等元素，一一呈现在石头
上，其中最醒目的就是从宁夏流淌而过的黄河，突出
了作品的主题，展示着宁夏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
送给我‘第二故乡’的礼物。”崔小录诚恳地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黄河流过我家乡》最终荣获
自治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艺术作品展二
等奖。除此之外，作品《圆梦闽宁镇》获得银川市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艺术作品展二等奖；作品
《仿古四足方砚》被选送参加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
山花奖作品评选；还有部分作品分别荣获中国工艺美
术协会举办的第十五届、第十六届、第二十届“中国工
艺美术大师作品暨国际艺术博览会——百花杯”中国
工艺美术精品奖、银奖、铜奖；崔小录更是两次被银川
市文联评为“文联系统先进个人”……展柜上，一排获
奖证书，记录了崔小录这些年取得的成绩。

“这些年，我的作品多次参加区内外大展，并获
国家级大奖和省级大奖，这些是对我的鼓励，也带来
了新的挑战。”崔小录说，他一直坚持不断学习，力求技
艺上精益求精。他先后多次拜访全国砚雕界知名大师
学习交流，并于2015年赴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研修
班学习，2017年参加了中国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班（贺
兰砚制作技艺培训班），2021年 10月在吉林省参加由
中国文联文艺研修院举办的文艺研修班学习。

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弘扬贺兰砚文化，2020年 7
月，在贺兰县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建成贺兰砚
艺术馆及贺兰砚创作室，崔小录和徒弟的近百件作
品就陈列在这里。

从2008年开始带徒弟，如今，在崔小录的培养下，
有几位徒弟已成了新的非遗传承人，也有了自己的工作
室。说起这些，他很是骄傲。手艺需要传承，需要不断创
新，崔小录深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贺兰砚是宁夏的特色
文化产品，是黄河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宁夏对外宣
传的特色名片。我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贺兰砚的艺
术价值，了解贺兰砚文化，也希望能利用自己的手艺，尽一
些绵薄之力，把贺兰砚传承下去。”崔小录说。

潜心传承 始终如一

点燃师德明灯 当好学生引路人
——访石嘴山市政协委员 石嘴山市第三中学教师李彩玉

本报记者 毕 竞 文/图

李 彩 玉 ，石 嘴 山 市 政 协 委 员 ，石 嘴 山 市 第 三 中 学 教 师 。
从 学 校 毕 业 后 ，李 彩 玉 走 上 教 师 岗 位 ，一 干 就 是 20 多 年 。 看
到 学 生 在 学 习 中 感 受 到 求 知 乐 趣 ，就 是 她 作 为 一 名 教 师 最 大
的 满 足 。

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让学生感悟求知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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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思妙手成佳砚 不忘初心传非遗
——访贺兰县政协委员 银川市级贺兰砚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崔小录

本报记者 吴 倩 文/图

伴随着朵朵飞溅的石
花和铿锵悦耳的金石音，一
方小小的贺兰石，逐渐被镌
刻出繁密的纹饰，成为一件

“天工”与“人工”完美结合
的砚台。

贺兰砚具有发墨快、存
墨久、护毫等特点，其雕刻
技艺在宁夏已有 300 年的历
史 ，更 是 跻 身 中 国 十 大 名
砚。贺兰县政协委员、宁夏
银川市级贺兰砚制作技艺
非遗传承人崔小录与贺兰
砚结缘已有 20 多年，始终坚
守初心，把贺兰砚的传承作
为一种使命。

与石结缘 匠心制砚

走进崔小录的工作室，形形色色的砚石整齐
摆放于展台，没见到墨的踪迹，却好似闻到墨
香。崔小录正坐在工作台前仔细雕刻，阳光洒在
他身上，能听见刀在石头上刻画的声音，毫不犹
豫，又带着细腻。

1983 年 出 生 的 崔 小 录 ，老 家 在 河 北 易
县，是远近闻名的雕刻之乡，受父辈的影响，
从小就喜欢上了制砚。 1998 年学校毕业后，
他便一心开始学习制砚，在一次偶然的机会
下，首次接触到了贺兰石，自此便被贺兰石
深深吸引。

“老家人雕刻石头，用的是易水石。相比而
言，贺兰石的硬度高，质地更细腻，紫绿相间的颜
色给创作提供了很大空间，适合雕刻高端作品。”
崔小录告诉记者，当时抱着好奇心，想来宁夏看
看贺兰石，2002年来银川以后，就下决心从事贺
兰砚制作。

在宁夏，崔小录不断磨练技艺，创办小录砚
雕艺术工作室及崔氏砚阁艺术品店。并带徒授

艺。经过多年研究制砚，创作了大量不同题材的
贺兰砚，并形成自己的雕刻技法。

贺兰砚的制作并不简单，从贺兰石雕刻成贺
兰砚，要经过选料、相石设计、下料、粗加工、精细
雕刻等八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要求细致严谨。

“面对一块贺兰石石料，要观其质，量其彩，反复
构思推敲，方可下刀，刀法需干净利索，挥艺传
神。”崔小录说，一方佳砚，往往要呕心沥血数天
数月、以至年余。

从一件件展出的作品上，就可以看到崔小录
的功力。一方《蘑菇砚》，只见一只警觉的壁虎
趴在“蘑菇”上，蘑菇的纹路细腻、密集，肉肉的
造型十分生动；一方《双龙砚》，采用贺兰石后
山红钢料，展现了双龙盘旋腾跃的动态美……他
珍惜每一块石头，无论大小、厚薄、美丑，一块
也舍不得丢弃，随彩造形，雕出他心中最完美
的石砚。制砚人的灵感和精湛的工艺相映成
趣，绿色和紫色搭配，融合得恰到好处，互相衬
托着主题。

崔小录参加第十五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作品评选留影。

李彩玉认为，爱与责任是教育的真谛，是师
德的灵魂。工作中，她言传身教，严于律己；教学
上，她精心备课，勤于钻研，她用实际行动成为学
生和教师们的榜样。

“李老师非常关心年轻教师的成长，给年轻
教师成长提供了很大帮助。”“李主任的教学能力
非常强，作为年级部主任，她的管理能力也是有
目共睹，成为学校领导的得力助手。”同事们的好
评是对李彩玉认真工作的认可，也激励着她继续
努力前行。

李彩玉不仅在工作中率先垂范，她还倍加
关注学生的成长。亲切的话语，温柔的笑容，让
她和每一届学生走得很近。她关爱每一名学生，
无论成绩是否出色，脑瓜是否机灵都一视同仁。
2019年刚开学收校服费时，有一位名新生拖了好
几天不交，当李彩玉问起时，才得知孩子的父母
在他很小时就离异了，母亲几年前出车祸去世

了，只有 80多岁的姥姥抚养他。李彩玉主动与
学校沟通，减免了孩子的部分费用，减不了的她
就自掏腰包为孩子支付，3年后，这名学生高考考
到了福建的二本院校。李彩玉激动地流下眼泪，
回家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丈夫，同样身为教育工作
者的丈夫说：“跟孩子说，好好上大学，大学的一
切费用我们承担。”

多年来，李彩玉发表和获奖数十篇教育教学
论文，多次获得“单位先进工作者”“优秀班主
任”“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一张张荣誉证书
见证了她多年来在教育领域的辛勤耕耘，也激
励着她在未来道路上不负重任的决心。“作为
一名教师，我将继续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
的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努力把德育工作渗透
到各个教学环节中，把学生自身发展和学校可
持续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作出力所能及的贡
献。”李彩玉说。

——记利通区政协委员 利通区东塔寺乡副乡长魏娜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