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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人考上大学 三河村的明天一定更美好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重访凉山州昭觉县三河村

镜头回放

“小孩的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离别前留给三河
村的这句话，正化为三河村青少年成
长的力量：大学生惹列日作弃医从教，
站上了村里幼教点的讲台；三岔河中
心小学校老师吴利梅摸索出一套适合
当地孩子们的学习方法，今年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越来越多家长成为
当代“孟母”，在城里边打工边陪伴孩
子求学……

教育，改变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的命
运，也成为三河村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
良方。

6月1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从昭觉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局获
悉，截至目前，三河村共有20人考上中
专，24人考上大学，其中大专生13人、本
科生7人、硕士研究生3人、博士生1人。

走出三河村的大学生罗晨告诉记
者，知识改变了孩子们的命运，未来也
将改变三河村的命运。

和习爷爷挥手道别的小孩长高了
父亲想送他们去县城读书

新华社曾发布过一张这样的照片：
在三河村，习近平总书记身着军绿色的
大衣，面对一座土坯房挥动右手。他的
左侧，一名身着彝族服装的男子微笑着
望向他。对面屋檐下，一位同样身着彝
族服饰的女子带着两个孩子，哥哥羞涩
地探出头，弟弟向总书记挥手道别。

图片上的四个人是一家四口，年轻
的妈妈叫热烈尔莫，是吉木子洛老阿妈
的女儿，她身边的两个孩子，哥哥叫洛
古小华，今年12岁，在三岔河中心小学
校读四年级，弟弟今年10岁，在同一所
学校读三年级。习总书记旁边的那个
青年，是热烈尔莫的丈夫洛古次火。

6月17日，星期五下午，兄弟俩背着
书包，从学校蹦蹦跳跳回了新家——
2019年，洛古次火家也搬离了土坯房，
住进了宽敞、干净的新房子。

新屋的小院门口摆放着分类垃圾
桶，墙上挂着银行的店招。“我们把空余
的一个房间租给了银行，每个月可以收
租金。”洛古次火说，他家刚买了两头
牛，还养着9头猪，种了3亩苦荞和两亩
土豆。

4年多过去，兄弟俩长高了一大截，
哥哥个子快蹿到妈妈的耳朵一般高，弟
弟有妈妈的肩膀高。这几年，村里越来
越多的孩子考上大学，这让只有小学文
化的洛古次火对孩子有了更多期待。

“我不能让娃娃像我们一样受苦，
我想把他们送到县城里去读书。”洛古
次火说，他计划进城务工，一边挣钱养
家，一边陪伴孩子求学。

学护理的大学生受总书记鼓励
弃医从教站上讲台4年了

6月17日下午，三岔河中心小学校
的上课铃声响起。阿尔伍沙校长介绍，
虽然学校只有191名学生，但学生宿舍、
食堂、洗浴室一应俱全，学校还有微机
室、图书室和音乐室。

三岔河中心小学校教师吴利梅，今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吴利梅
刚满50岁，在当地农村教学一线执教24
年。多年来，她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孩
子们的学习方法，成为孩子们走向外界
的引路人。

旁边幼儿园的一间教室里，童声响
起：“老师好！”讲台上，惹列日作开启新

的一堂课：“卡莎莎，是谢谢。孜莫格
尼，是吉祥如意……”这堂课，惹列日作
教孩子们讲普通话，这是学前教育的重
要内容。

这个有着48名学生的幼儿园，今年
刚投入使用，有4名教师，惹列日作是其
中之一。惹列日作大专学的是护理专
业，如果习总书记没有到三河村，或许，
她将和同班其他同学一样成为一名护
士。

2018年2月1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
和村民一起围坐在吉木子洛老阿妈家
火塘边座谈，吉木子洛的孙女惹列日作
也在场，当年她22岁，待业在家。她向
总书记报告了想当幼儿园老师的梦想。

“总书记说这个梦想很好，还说了
好多鼓励我的话。”惹列日作说，当年受
到总书记的鼓励，她通过自学，考上了
三河村幼教点老师岗位，圆了儿时的梦
想。

站上讲台4年，惹列日作见证了三
河村的巨大变化：建了新房子，通了柏
油路和水泥路，新建了4所幼儿园，“积
极支持学龄儿童入学，严禁让孩子中途
辍学”写进了村规民约，家长送孩子上
学从不主动变得很积极。

大学生想把人生舞台设定在家乡
用所学所长改变家乡模样

惹列日作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罗
晨正坐在千里之外的武汉理工大学教
室里，听老师讲授土木工程专业课程。
与他同村的老乡郑友作，在同一座城市
的武汉大学求学，罗芳和罗秀则在四川
大学分别攻读本科和博士学位。

“我们都是从三河村走出来的大学
生。”罗晨说，当年习总书记来村里时，
他才17岁。通过新闻，他得知总书记和
村里两个孩子打完招呼后转身说：“小
孩的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
就好像说给我们听的一样。”罗晨依稀
记得，当时他的心不由自主地颤抖了一
下。

教育，改变了越来越多三河村孩子
的命运。昭觉县教育体育和科学技术
局局长勒勒曲尔介绍，截至目前，三河
村共有20人考上中专，24人考上大学，
其中大专生13人、本科生7人、硕士研究

生3人、博士生1人。
“教育改变了他们个人的命运，也

在改变家乡的命运。”罗晨希望自己像
三河村党支部副书记洛古有格那样，在
外面学到本领再回来反哺家乡。

2021年7月，罗晨组织了9位凉山籍
的“985”“211”高校大学生组成支教团
队，前往三河村给孩子们讲述自己的成
长故事，教他们书法、画画、体育及卫生
常识等。“我想把未来人生的舞台设定
在家乡，用我所学所长改变家乡的模
样。”罗晨还想对村里的弟弟妹妹说，不
能因为在起跑线上有差距就放弃，一定
要努力去改变人生。

昭觉县财政5年投入46.2亿元
始终保持教育优先发展

近年来，昭觉县始终保持教育优先
发展的战略定力，持续加大对教育的资
金投入，教育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勒勒曲尔提供的数据显示：最近5
年来，县财政对教育的总投入累计达
到46.2亿元，占同期财政总支出的
20%；新增学位4万个，寄宿制学生达
到4.5万人，较2016年分别增长135%和
80%。

今年5月22日，凉山州人民政府副
州长、昭觉县委书记马小合在昭觉县教
育发展大会上表示：“集全县之力推动
教育高质量发展，为建设民族地区全面
脱贫后高质量发展先行县提供坚实的
支撑和保障。”

从三河村考上大学、又回到村里当
上党支部副书记的洛古有格告诉记者：

“村里有超过50户村民把孩子送到城里
去读书，父母一边打工一边陪读。如今
的三河村，考上大学不再稀奇，大家关
注的焦点是谁考上了重点高校。”

“叮叮叮……”大山深处，放学的
铃声响起。细雨中的三河村，笼罩在
朦朦雾气之中，更显秀美之色。乘着
教育的翅膀，三河村的未来，定会如罗
晨期待的那样——通过知识改变乡村
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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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的教育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习近平

2018年2月11日上午，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凉山州昭觉县三岔河乡
三河村考察慰问，在当地村民吉木
子洛老阿妈家结束座谈后，返程路
上同前来送别的彝族村民打招呼。

习近平总书记挥手说：“小朋
友，再见。”两个彝族小朋友大声喊
道：“习爷爷，再见。”

这两个小朋友当时一个6岁，一
个8岁，是村民洛古次火的两个儿
子。洛古次火还记得，总书记打完
招呼后转身说：“小孩的教育不要输
在起跑线上。”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吴利梅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罗晨和孩子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现在的三河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