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一直把教育投入摆在
首位， 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 为
打造优质教育资源、 培养更多优
秀人才而不懈奋斗。” 房山区育
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董事长任显
生立足职业教育， 为再就业群体
提供学习平台， 帮助他们走向职
场。

育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于
2021年6月成立，学校主要面向各
乡镇的农村劳动力 、企事业职
工 、各大中院校毕业生及残障人
士，为他们提供保育师 、育婴员 、
保 健 按 摩 师 等 领 域 的 教学培
训。

“很多职场妈妈会面临很艰
难的处境 ， 如何平衡孩子与工
作？ 考取保育员证， 进军幼儿教
育行业将是不错的选择。 我们提
供这方面的培训， 就是希望给更

多的职场妈妈们更多就业的选
择。” 任显生告诉记者。

孙老师就是这样一位宝妈，
为了兼顾职场和照顾孩子 ， 她
决定成为一名保育员， 参加了
育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专业培训
并考取证书， 还得到学校推荐
就业的机会 ， 最终进入博思智
华幼儿园， 担任幼儿保育教师一
职 。 她工作兢兢业业 、 恪尽职
守， 很快被评为 “幼儿园服务之
星”。

“今年7月， 我们职校对青
龙湖镇的农村劳动力和办理了失
业登记的重点人群开展了免费的
保健按摩师培训， 学员有为了学
习自用， 缓解亚健康状态， 也有
为了学习技能更好就业。 培训结
束后， 他们直接得到学校推荐的
推拿按摩相关的工作机会， 不少

学员重新走向了工作岗位。” 任
显生说。

据统计， 截至目前， 育竹职
业技能培训学校已培训300余人，
经培训后， 保育员、 保健按摩师
就业率较高， 毕业学员主要在早
教机构、 幼儿园和修脚店、 中医
理疗馆等就职。

在 2019-2021 三 年 职 业 技
能提升行动中 ， 育竹职业技能
培训学校还对50多家企业进行
培 训 ， 在帮助企业的同时 ， 提
高 了 企 业 员 工 自 身 素 质 及 能
力 。

在培养人才同时， 育竹职业
技能培训学校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 在房山区遭受强降雨后， 第
一时间组织队伍分别前往受灾严
重的石楼镇进行救助， 为灾后重
建工作贡献力量。

为再就业人群铺就通向职场之路
育竹职业技能培训学校董事长任显生：

□本报记者 余翠平 通讯员 王玉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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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援藏藏经经历历成成就就我我最最美美的的年年华华””

“在拉萨上的最后一节课
上， 学生哭了， 我也哭了， 真舍
不得这群可爱的孩子……” 谈到
自己援藏两年的经历， 已经回京
两个多月的东城区分司厅小学数
学教师孟昭夏依然难掩激动之
情， 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进藏初期有诸多不适，
她咬牙坚持下来

2021年8月 ， 孟昭夏响应国
家 “组团式” 援藏号召， 主动申
请进藏工作， 对口支援拉萨市实
验小学。 初上高原， 她便遇到环
境、 气候等诸多不适： 高原反应
无处不在， 去教学楼上课， 一爬
楼就心慌气短、 胸闷乏力； 讲课
时声音大点就感到气虚无力、 大
脑眩晕 ， 上完两节课后疲惫不
堪， 休息时话都懒得说； 干燥冰
冷的高原空气， 导致她在夜间睡
眠时常伴随口鼻、 咽部不适。

除了外在环境的不适应， 孟
昭夏还面临来自生活的种种挑
战： 宿舍距离学校有11公里， 坐
班车每天早出晚归， 有时候一忙
碌就容易错过发车时间； 早晚风
大 ， 骑电动车没多远就全身冻
透， 骑自行车体力又跟不上……

虽然面临很多困难， 但进藏
前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孟昭夏毫
不畏缩， 她不停地给自己打气鼓
劲， 一定要坚守援藏的初心， 尽
己所能、 不辱使命， 为拉萨教育
作出贡献。 在强大的意志力支撑
下， 她逐渐适应了拉萨的环境，
全身心地投入援藏教学工作中。

承担多项教学管理任
务， 她因材施教

孟昭夏担任了年级数学教研
组长， 承担两个班的数学教学任

务和一个藏族班的班主任工作，
并且是这批援藏教师中唯一担任
汉族班教学的老师。

作为一名班主任， 孟昭夏特
别关注对藏族孩子的思想教育，
在开学初， 她会组织同学们观看
开学第一课； 她为学生建立 “梦
想存折”， 让每个学生记录下自
己的理想， 激励他们为实现梦想
而努力； 她鼓励学生和家长一起
记录每个月的进步， 在班级中树
立团结向上 、 争上游的学习氛

围； 她还配合学校德育工作， 在
中秋、 秋分等传统节日节气对学
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加强精神
引领， 增强藏族学生的民族自豪
感。

藏区的孩子天性活泼好动，
为了让一年级学生建立起日常行
为规范， 做好班级管理， 她操碎
了心， 工作细致到班级角落是否
打扫干净 、 课间操做得是否到
位 ， 甚至在饭前为每个学生洗
手， 培养他们的健康意识。 虽然

这些管理内容看起来有些琐碎，
但是产生的效果却跟 “放养式”
管理大不相同， 在她的引导下，
班 级 班 风 建 设 得 向 上 向 善 ，
得 到 当地老师和家长的一致认
可 。 当地同事经常过来询问 ，
“孟老师， 您的班带得挺好， 能
不能传授一些秘诀？” 这让她倍
感欣慰。

作为一名学科教师， 她教数
学时遇到很大难题： 藏文班的孩
子要先学习藏文， 再学语文， 剩

下的精力才能分出来给数学。 为
此， 她想出各种办法吸引孩子们
学习数学的兴趣， 引入北京相对
比较先进的教育理念， 让这里的
孩子共享北京学校的优质资源，
帮助学生实现高效学习。

孟昭夏的努力家长们看在眼
里， 在与她的微信互动中， 他们
反映孩子每天回家都说要先写数
学作业 ， 对数学的学习兴趣高
涨， 让家长很放心。

作为年级教研组长， 孟昭夏
还不断地和当地同行听课 、 磨
课， 互相交流， 给他们介绍北京
教师帮助学生提升核心素养的具
体方法和技巧， 指导老师们提升
教育教学能力。 受上一任援藏校
长的委派， 她曾经与学校几名骨
干教师共同完成一个研究报告的
撰写，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共同
学习、 共同进步。 孟昭夏教大家
如何做科研 、 如何撰写研究报
告， 如今这些骨干教师不仅可以
胜任科研任务， 主动做科研意识
也增强了。

临走时藏族学生真情流
露， 她依依不舍

相处久了， 孟昭夏和西藏学
生结下深厚的感情， 她临走的时
候，藏文班的班主任、语文老师牵
头为她举办送行会， 孩子们手捧
哈达献给她， 眼泛泪花， 真情流
露。 藏族孩子表达感情的方式非
常直接， 好多孩子跑过来抱住她
询问，“老师，你能不能不走？ ”

两年援藏在孟昭夏的心里留
下深刻的烙印， 她说这样的经历
非常必要， “这样一段经历成就
了我人生中最美的年华！ 回来后
我还是有一份使命， 会继续关注
这群可爱的学生， 和他们保持教
学上的联系。”

———记北京援藏教师、东城区分司厅小学数学教师孟昭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