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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文/摄

———记北京市扶贫协作先进个人、北京二中阿尔山分校执行校长郑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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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里的“豆腐西施”

“守望相助， 我们共同的诺
言。松贝尔口岸国门前，我们重温
当年的诺言……” 这是北京二中
阿尔山分校执行校长郑飞翔和他
的支教团队创作的一首歌曲，也
是扎根在大漠边陲教育扶贫一线
党员教师们唱出的初心和使命。

郑飞翔是一名来自北京东城
区的支教教师，2018年，他远赴湖
北郧阳支教， 返京后不到半年，
2019年8月，他再度出发，奔赴内
蒙古自治区兴安盟阿尔山支教 。
2020年， 北京东城区继续加大对
阿尔山的教育帮扶力度， 他响应
组织号召再延期一年，带领新的9
人团队继续扎根在大漠边陲教育
扶贫第一线。3年两地，从南到北，
他舍小家为大家，边工作边思考，
每天坚持书写支教工作日记，已
有10万字。

支教校长亦师亦友
悉心呵护助学生成长

作为北京二中阿尔山分校执
行校长，郑飞翔给人的印象是：工
作敬业、肯干务实、不惜余力。工
作中， 郑飞翔把北京第二中学教
育的很多先进理念和做法毫无保
留地传递分享给了阿尔山分校的
教师们。

面对繁琐的行政管理事务，
郑飞翔始终坚持坚守在一线，把
自己的校长办公室直接安排在教
学楼层，他亲自带高一、高三两个
年级中的两个班的政治课， 每周
12课时和一个晚自习。 早晚自习
时，无论天寒地冻、白天黑夜，教
学楼里都有他巡视的身影。 忙起
来，一日三餐都顾不上吃。爱人偶
尔来探亲， 看到宿舍里满是方便
面箱子， 妻子情不自禁地留下了
泪水。

阿尔山处在祖国边陲林区，
常年酷寒，产业结构单一，很多学

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上学压力
大。同样是农村娃，郑飞翔对此感
同身受，工作之余，他经常走访一
些贫困孩子家庭， 对这些孩子给
予了爱心捐助， 孩子和家长都非
常感动。 为了能多帮助一些孩子
上学，他多方联系社会爱心人士，
对学校几个品学兼优的学生施以
援助。在他的影响下，支教团队的
老师们也自发通过多种方式捐助
帮扶当地的孩子们。

学生们非常喜欢这位北京来
的支教校长， 他亦师亦友地呵护
着他的学生。有什么难办、郁闷、
高兴的事儿， 孩子们都敞开心扉
找郑飞翔诉说。

看到一些外地学生双休日回
不了家， 郑飞翔便招呼这些孩子
去餐馆改善一下伙食。 因为疫情
的原因， 学校对高三学生采取封
校管理，学校食堂要改造，孩子们
一日三餐就得自己解决。 眼见有
的孩子连续几天吃方便面， 他看

在眼里、疼在心里，便亲自给这些
孩子做些好吃的，改善一下生活，
学生们感动得眼含泪花。

学生把郑飞翔当大哥哥一样
看待，心里总是惦记着他。有个他
教的高三学生，父母在外地，一人
在学校旁边租房上学。 一个周日
晚饭时间， 这名学生为他送来了
自己做的五六个菜。“老师看您也
不回家， 太辛苦了， 我忙乎了一
天，想让您尝尝我的手艺。”这名
学生说。 学生们非常折服于他的
教师魅力，私下叫他“男神”老师。
在学生对老师的年度教学满意度
调查中， 他教的高一和高三两个
班学生给他打的分数都是全校最
高的。

坚持办学理念
主抓高三“桥头堡”

在阿尔山分校， 郑飞翔主抓
高三年级这个“桥头堡”，传递并
坚守北京第二中学“课比天大”的

办学理念， 重新梳理规范管理制
度，精细化安排每月备考工作，一
月一考、一奖、一分析、一推进。作
为高三团队的一员，他以身示范，
抓得严、抠得细、精准备考，毫不
含糊。

2020年寒假， 郑飞翔在湖北
黄冈老家陪家人过春节， 此时疫
情发生了， 他无法返回阿尔山分
校。郑飞翔老家在农村，家里没有
网线，他心急如焚，四处托人寻找
解决办法， 终于在老家安装上网
线， 开始给阿尔山分校高三毕业
班的孩子们上网课。每天，他利用
微信群和学生联系布置作业；每
晚， 不等到最后一个学生上传作
业不休息。 他所带的学科成绩非
常突出，深受师生信服。

支教工作，“融”是前提。京蒙
两地教育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但
不是所有有差异的东西就是差
距。 没有悦纳就没有接纳， 没有
融入就没有融化 。 在他的带领
下， 高三团队是学校凝聚力最强
的团队之一， 成绩喜人。 2020年
高考本科上线人数超额完成预定
的目标， 6人直接本科上线，较上
一年本科上线人数翻倍。

支教有期， 帮教无限。 要输
血，更要造血。郑飞翔来阿尔山支
教一年多的时间， 他把自己沉下
去，沉在课堂、沉在质量。他先后
策划组织多项教学研讨活动，把
当地队伍带起来： 青年教师基本
功比赛、 北京支教团队和阿尔山
分校教研组互听互评活动、 京蒙
师徒结对教研、 每周一次与北京
二中联合线上教研、 推门课……
说到推门课，几乎每天一节，雷打
不动， 每节课都及时与教师一一
沟通。几乎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听
课评课。郑飞翔带着5名青年教师
徒弟，手把手教。做教学主管出身
多年的他， 分专题在全体教职工

会上做系列教学讲座。
此外， 郑飞翔和团队一起受

当地之邀， 到兴安盟一些兄弟学
校进行送课、讲座活动。听过他教
学讲座的教师， 都反映郑飞翔讲
的课，有理论、有实践、接地气、很
受益。

舍小家为大家
一心扑在支教事业上

“3年两地的支教生涯，离不
开家庭的默默支持。老人在老家，
妻子也在外地工作， 儿子在国外
上学。3年了，4口人分居四地，北
京的家空无一人。” 郑飞翔说。原
本计划在阿尔山支教第一年结束
后，家人都回北京团聚。今年，组
织需要郑飞翔支教工作继续顺延
一年，家人团聚计划再次搁浅。

郑飞翔一心扑在阿尔山支教
事业中，他说亏欠家人很多。岳父
病危， 家里其他姊妹女婿都是千
里之外赶回家守候岳父最后时
光。 远在边陲支教的他跟爱人说
自己工作分不了身， 无法床前尽
孝。 结果距离放寒假就剩下10天
左右的时候， 得到岳父去世的消
息， 他匆匆千里之外赶回家处理
后事。 当所有阿尔山同事以为他
放寒假前不会再回来的时候，他3
天之后返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在湖北郧阳支教期间， 他被
评选为“最美支教教师”。在阿尔
山支教期间，在第36个教师节上，
郑飞翔被阿尔山市授予 “教育系
统特殊贡献奖”。此外，他还获得
“北京市事业单位脱贫攻坚专项
奖励个人记功”“阿尔山脱贫攻坚
奉献奖”等荣誉。2021年3月，郑飞
翔荣获 “北京市扶贫协作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郑飞翔说：“我没什
么特别的，作为一名党员教师，只
不过是做了一件很平凡但是也很
有意义的事情。”

———记北京二商王致和公司研发品控中心员工赵慧

扎根大漠边陲教育扶贫第一线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早上8点，北京二商王致和公
司研发品控中心员工赵慧准时来
到实验室， 今天备检的产品是臭
豆腐。 根据行业标准， 臭豆腐的
水分 、 盐分 、 总酸 、 氨基酸态
氮、 大肠菌群等指标出厂前都要
一一检测， 检测部分指标时， 还
需要将样品先煮沸再冷却至室温
后才能进行。

今年， 是赵慧在王致和工作
的第10个年头， 作为中国农业大
学食品学院毕业的研究生， 她的
主要工作是原材料、 半成品和成
品的质量检验，用严谨的态度、敬
业的精神和专业的眼光筑牢检验
关，确保投入使用的原辅料质量。
2010年， 位于王致和公司内的北
京市腐乳科普馆建成后， 赵慧为
人亲切温和、熟知企业文化，成为
了科普馆的讲解员之一。

2020年， 疫情防控期间， 直
播电商释放出巨大的消费潜力，
企业顺势而为 ， 寻找发展新机
遇， 助力复工复产。 王致和公司

前瞻性的开创网红商学院培训课
程， 从企业内部挖掘熟悉企业
文化、 积极展示品牌内涵的职工
进行培训， 赵慧从30余人中脱颖

而出 ， 成为企业直播带货的主
播， 同事们都亲切地称她为 “豆
腐西施”。

“今天推出的这款淡口鲜香
腐乳，含盐量大大降低，更适合低
盐少糖的健康饮食需求， 点击下
方的链接就可以直接购买了， 亲
们快去下单吧。” 镜头前的赵慧
笑容可掬、 谈吐得体， 她在严谨
细致的质检员和自然亲切的网红
主播身份间来回转换， 也让赵慧
感到新鲜有趣、 富有挑战。 “直
播的方式能让更多人了解王致
和， 近距离感受老字号的非遗技
艺。” 赵慧说。

“王致和的腐乳酿造技艺属
于毛霉发酵的制作工艺， 已经有
350余年的历史，臭豆腐则是腐乳
家族里最具独特风味的代表。”在
直播间，赵慧侃侃而谈，她早已将

王致和非遗传承的历史故事记得
滚瓜烂熟，对于她来说，直播不仅
仅是为了带货， 而是想向更多人
介绍王致和背后深厚的历史文化
和品牌内涵， 推动国民老品牌年
轻化，让老字号重焕生机。

在“触网”的过程中，王致和
也迈出了从“老国货”向“新国潮”
华丽转身的步伐，“去年端午节的
一场直播带货活动， 全网几十个
主流平台同时跟进，最多时有100
多万人同时在线观看， 累计观看
达到600多万人次。” 赵慧嘴角上
扬地回忆道。

作为年轻一代，“豆腐西施”
赵慧用自己的方式在镜头前讲述
起老字号的历史和文化， 也将王
致和富有创新活力的一面展示给
广大网友，让拥有352年历史的老
字号再度焕发出新活力。

赵慧（右一） 进行现场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