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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从讲台到学生资助中心

初见赵志远是在前往受助
大学生家庭的行程中。 他身材有
点干瘦，头发已经斑白，但每当
说起话来，你就会被他敏捷的思
维、充满热情的言谈和高昂的精
神面貌所吸引。

“我是一名老教师，在讲台
上站了 20 年……” 赵志远如数
家珍般分享自己的工作经历，神
情中透露出自信与满足。

1987 年，赵志远从上海师范
大学毕业并选择回到家乡任教。
他年纪轻，对工作有热情，走上讲
台的第一年就担任高三班主任。

有一次，赵志远在学校里发
现了几位吸烟的学生。 他二话没
说便准备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
当提及吸烟的危害问题时，其中
一位学生盯着他问道：“那老师
为什么吸烟？ ”赵志远先是一愣，
接 着 便 与 学 生 做 出 一 个 约
定———一起戒烟。

这一事件帮助他戒掉了烟，
也让他深刻意识到“言传身教”
的价值。

之后的 20 年， 赵志远潜心
教学，始终在思考如何成为一名
让学生信服的好教师。 在这片养
育他的故土上，赵志远的每一次
教学实践，都在丰富着他的教学
经历，也充实着他的教育观。

2008 年，赵志远开始接触学
生资助工作，经常走村入户进行
调研， 接待寻求教育帮助的百
姓。 工作过程中，他亲眼目睹了
贫困家庭为了孩子上学面临的

诸多困难，也推动他开始思索教
育与资助工作的真谛。

在 11 年的学生资助工作
中，赵志远不仅在积极宣传和落
实学生资助的相关政策，也经常
以个人名义资助困难学生。 这些
学生涉及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 高等教育等各个阶
段。 在他看来，帮助一名学生不
仅是一份工作成果，更是一份心
灵上的收获。

慢慢地，赵志远在学生资助
工作上也有了自己的感悟。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学
生，我意识到，不仅要从经济上
给予资助， 帮助他们解决学习、
生活上的困难，使他们能够完成
学业；还要育其精神，在思想和
心理上给予特别的关注，使他们
克服自卑心理，树立自强自立意
识，促其成为国家和民族需要的
人才。 ”赵志远说。

赵志远的“云班级”

自 2008 年首次接触学生资
助工作起，赵志远把自己的每一
份工作经历都当作一次经验探
索。 其中，2013 年，赵志远迎来了
自己工作中一次重要创新。

那一年，赵志远接触到了宁
夏燕宝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
“燕宝基金会”）的资助项目。 燕
宝基金会的加入给了赵志远极
大的工作动力。 他通过燕宝基金
会把学生们联系起来，开始了他
的教学实践。

“2014 年 1 月，我带领来自
全国各个高校受资助的贺兰籍

大学生开展了‘助学敬老、爱心
传递’志愿服务活动，目的是引
导大学生在得到社会关注的同
时可以用实际行动帮助别人，回
馈社会。 ”赵志远告诉记者。

在学生的组织方式上，赵志
远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据介绍，赵志远将每届燕宝
基金会的资助生聚集在一起，建
立一个“云班级”。 这个班级的学
生来自不同学校， 但是设有班
长、团支书等要职。 日常生活中，
学生们通过 QQ 群互动，赵志远
也在群里给予学生帮助。 每年寒
暑假期间，赵志远会组织学生开
展“爱心互助”资助教育活动，并
且有意识地设计一系列能够发
挥大学生专长的志愿活动。

除此之外，赵志远对处在不
同年级的大学生还展开了针对
性的教学引导。

“大一时，主要任务是引导学
生以自己为原型，书写励志自传，
提供给自己高中的学生学习。 ”

“大二，敦促学生修改励志
自传给小学生，以大手拉小手的
方式，帮助一至六年级的六名小
学生树立理想、 改进学习方法，
学会在做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
提升能力。 ”

“大三，我会组织大学生以
‘我为贺兰做贡献’为中心，深入
各乡镇调查研究，以论文的方式
撰写调查报告，并将成果整理出
来提交县团委。 ”

“大四，以‘大学生考研情况
调查分析’为题，我会推动学生
对自己的发展做一个思考。 而
且，这样的成果也会对低年级的
弟弟妹妹来说具有很高的参考
价值。 ”

说起自己的工作实践，赵志
远侃侃而谈，眼中闪烁着光芒。

“对我而言，因为燕宝基金
会的加入， 我多了一块‘试验
田’， 我在这里不断将自己的想
法播种下去，也得到了反馈。 我
希望受助学生能够把社会责任

感、 爱心和互助精神传承下去，
影响更多人。 ”赵志远强调。

用“导师”情怀做资助工作

“我对于孩子们来说更像是
一个‘导师’。 ”谈及与学生的沟
通与相处， 赵志远这样回复记
者。“学生资助工作需要真情、真
心。 助学工作的核心是达到‘育
人’的目的。 所以，需要我去承担
这样一个角色。 ”

在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
款工作中，赵志远主张将诚信教
育、感恩教育、励志教育三者作
为重要板块融入到资助工作。

多年来，赵志远的工作主张
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支持，在贺
兰县教育体育局所有同仁的共
同努力下，贺兰县的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做到规范有序地发放，
发放人数及金额逐年增长，学生
提前还款率达到 70%，贷款累计
回收率达到 100%。赵志远的工作
取得显著成果。

目前，我国处在打赢脱贫攻
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关键时期，“扶贫先扶志，扶贫必
扶智”的观念已成为共识。

赵志远坦言：“现如今，学生
资助已经成为一个‘公众议题’。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让学生资
助成为一份‘社会共同责任’，成
为一个‘创新课题’。 ”

一直以来，人们常常形容人民
教师为教学育人的“园丁”。 从
2006年走下讲台， 赵志远已经好
久没有站在讲台授业解惑，谆谆教
诲。但是，对他而言，这只不过是换
了一个舞台，从教师变为导师。

“助人—育人”蕴含的是赵
志远对待工作的标准和方法论，

“受助—自助—助人” 是赵志远
心目中对受助学生的期望。

今年，赵志远已经 55 岁了。
谈及未来的工作，赵志远表示虽
然随着年龄增大，自己有时候会
有一些力不从心的感觉，但是他
将会继续全身心倾注资助事业，
用爱心和责任助智助志，并在退
休前把自己的工作经验传承下
去，为家乡建设贡献自己的绵薄
之力。

资助是标 育人是本

基层教师赵志远与他的学生资助工作
■ 见习记者 隋福毅

广袤的原野上，低矮的植物稀稀疏疏地散落在道路两旁，裸露在
外的黄土不规则地布局在植被之中……前方是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
县，也是本次行程的目的地。

贺兰县，位于宁夏平原，贺兰山赫然屹立，黄河入境而过。 对于气
候干旱的西北地区来说，贺兰县背靠贺兰山这座天然屏障，依托黄河
水自流灌溉，自然条件相对宜居。

近年来，贺兰县中心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快，发展态势良好。 但
在贺兰山脚下和黄河边， 两地发展却分别因土壤颗粒程度高和土壤
盐碱化问题而饱受困扰。 贺兰全县区域发展不平衡，且有大量来自贫
困山区的移民，因此，社会保障问题及扶贫压力仍然存在。

正是在这里，《公益时报》 记者有幸结识了贺兰县教育体育局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主任赵志远，也见证了他在学生资助工作上的开拓与尝试。

赵志远（右）任教贺兰二中 赵志远（右）入户调查并慰问特殊困难家庭 2018 年，贺兰县组织学生资助政策助智励志座谈会

赵志远与燕宝奖学金学子合照

2018 年，贺兰县组织学生资助政策助智励志座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