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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马古道”的故

事 人 们 耳 熟 能 详 ，这

条古道主要指“唐代

以来为顺应当地人民

需求，在西南的四川、

云南、贵州三省以茶

叶和马匹为主要交易

内容、以马帮为主要

运输工具的商品贸易

通道”，山高路远，环

境恶劣。当年，远在北

方千里之遥的榆林大

地上，也有一条与之

功能类似的古道———

盐马古道。在这条古

道上，运输的主要物

品是食盐，其险恶、艰

辛程度毫不亚于茶马

古道。它的起点在今

天榆林市定边县盐场

堡、花马池一带。

在历经千年的盐

马古道上，曾经走过

的那些马队、那些商

人、那些铃声，就像陕

北高原上的风，从历

史深处吹来，带着厚

重的盐味，让千年的

历 史 变 得 丰 富 多 彩 ，

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

滋有味，也让生命的

活力历久不衰，值得

我们品味再三。

这是一条曾经充

满 盐 碱 味 的 苦 涩 古

道，夹杂着历史的沧

桑、老百姓的勤劳、生活的艰辛。

据史书记载，定边县早在汉代就开始生

产湖盐。《定边县志》载：“南风至，风起波生，

即水凝盐”，且“朝取暮生”“暮取朝复”，资源

十分丰富。汉代《魏土地记》中记载：“县有大

盐池，其盐大而青白，又名戎盐，入药分。”在

食盐缺乏、盐铁专卖的年代，这里因为盐多，

成为各个王朝必争之地。秦汉时，这一带因归

草原民族管理，时称“戎盐”。隋唐时，这里已

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盐的需求量也更大，连成

一片的盐池蔚为壮观，加之青色的盐粒很显

眼，于是它有了一个形象的名字“乌池”；到了

宋代，乌池归西夏管辖，产量也相当可观；明

清时期，不管是官府还是民间，普遍用这里的

湖盐去换取草原的五花马，因此，这里又被命

名为“花马池“。不同时期的不同池名，见证了

历史的变迁和盐池的兴衰，但唯一不变的是

它的地理位置———一片位于定边县的自西南

（盐场堡）至东北（白泥井）走向、总面积超过

100 平方公里的长弧线低洼地带。

产出的湖盐要销往各地，就自然形成了

销售路线，这就是“盐道”。从定边往靖边、榆

林方向的路线被称为东官道；从定边出发，往

西，经过西梁湾，最终抵达宁夏固原，叫西官

道；从定边出发北去包头和西北前往宁夏灵

武这两条路，叫北官道；从定边出发，途经甘

肃庆阳一路，联通古都长安，就是南官道。官

道外的山岭沟壑之间，由脚夫、驮马、骆驼踩

成许多便捷小路，可以省不少路程。这些官道

和密密麻麻的小路“织成”的运盐通道，共同

构成了承载着巨大经济利益和国计民生的

“盐马古道”。

在纵横交错的古道上，时代发展的洪流

已经冲走了官道的模样，反而是那些偏僻小

路，因为不被关注，相对便捷，倒保留了盐马

古道好多遗迹。如今，陕北山峁沟壑间部分废

弃的窑洞，就是供当年盐商、脚夫及牲口休息

的地方。

在一条条包含岁月沧桑的“盐马古道”

上，为了谋生，多少老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在

这些崎岖、狭窄、人烟稀少的古道上，一遍遍

驮着沉重的食盐，运往东南西北各地，再把那

些地方的茶叶、米面、布匹、毛皮等各类物资

运回本地，满足人们生产生活所需。有时候，

他们还要面临着被土匪劫杀、被风雪困厄、被

泥沙掩埋的风险，因此，谋生的艰难程度远比

相对安定的中原人民高。千年的盐业，换来的

是千年的贫苦，陕北民歌 《脚夫调》“三月里

（那个）太阳红又红，为什么我赶脚人儿（呦）

这样苦命”就是对这些赶脚运盐人的生动写

照；而清光绪年间流传的一首著名的《陕北七

笔勾》，则是对当地艰难困苦生活的再现。“天

下之赋，盐利居半”，历朝历代为朝廷作出巨

大贡献的“盐马古道”，并未给老百姓带来实

实在在的生活改观。这是老百姓的不幸，更是

历史的不幸。

站稳三尺讲台 培育满园桃李
———记陕西省初中骨干班主任、西安市第二十三中学教师杨青

用心灵赢得心灵，是教育的最高境界。西

安市首届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西安市第二

十三中学教师杨青，用饱含爱意的眼睛去发

现班里每个学生的闪光点，让每个学生都有

满满的自信、努力的方向和动力；用饱含爱意

的胸怀去关心帮助有困难的学生，让他们在

集体的温暖中不孤单，用日复一日的真情陪

伴，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

长大后我便成了“她”

“志若坚者智必达，言若信者行必果”，这

是杨青多年来信奉的一句话。

初中的时候，杨青特别喜欢英语老师，也

是因为老师，让她小小的心灵种下了一颗成

为教师的种子。“当时我在商洛上学，英语老

师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以及说话温柔的样子，

至今让我难以忘怀。”出于对老师的喜爱，她

暗下决心，将来也要像老师一样。后来通过努

力刻苦的学习，杨青考取了师范类大学，最后

入职西安市第二十三中学，成为一名光荣的

人民教师。

一晃二十多个年头，杨青已成长为一名

优秀的班主任，先后获得了陕西省初中骨干

班主任、陕西省教学能手、西安市首届班主任

工作室主持人、西安市模范教师、西安市“骨

干型”教师、莲湖区模范教师、莲湖区教育好

人、莲湖区优秀共产党员，以及全国第十三届

中学英语教师基本功大赛一等奖等荣誉。

漫漫长路，虽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困

惑，但更多的时候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惊

喜。二十多年的辛勤耕耘、默默守望，使杨青

深深爱着教师这一平凡而充实的职业！“我带

过的学生现在遍布各个行业，有的成了医生，

有的还和我成为同事。如果再给我一次选择

的机会，我还是会选择老师这个职业。”杨青

动情地说。

杨青担任班主任工作以来，始终牢记教

书育人的初心使命，认真打磨授课内容，积极

研学、观摩优秀教师的课件，努力提升教学水

平，用爱和温暖悉心呵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爱心是班主任工作的出发点，是班级管

理的主旋律。对学生付出爱，才会使学生的心

灵充满阳光。只有爱学生，才会每天注意观察

每个学生的精神状态，发现他们细微的变化；

只有爱学生，才会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

考虑学生的感受，从而努力寻找教育学生的

方法和途径。这样班级管理工作才会有效并

能持续进行。”杨青说，每个学生的情况不一

样，成长进度有快有慢，所以要一切从学生的

个人情况出发，绝不会放弃和否定任何一个

学生。

2020 年疫情期间，班里有个学生叫小旋

（化名），他的父母去外地支援抗击疫情，只留

他一个人在家里。由于平时他经常单独在家，

自理能力很强，父母非常放心。可就是在那段

时间里，小旋渐渐地不爱跟人打交道，把自己

封闭起来，每天沉溺在自己的世界里。杨青又

担心又着急，可她又出不了门，于是她开始每

天跟这个学生视频聊天，他们也成了知心朋

友，谈天说地。她让小旋担任线上升旗主持、

参加班会等活动，尽量充实他的生活。返校

后，又为小旋找了个活泼爱说话的同学做同

桌，小旋在同学的影响下性格慢慢也开朗起

来。小旋和家里人闹了矛盾，都是找杨青帮助

进行沟通，她成了学生心里深深信赖的人。她

开玩笑地说：“很多家长见了我也和学生们一

样，叫我‘青姐’！”

“青姐信箱”养成计划

杨青的办公桌有一个单独的抽屉，抽屉

有一道缝，刚好可以用来投递书信，这就是专

属于学生们的“青姐信箱”。不仅如此，随着时

间的变迁，“青姐信箱”也逐步发展到线上，如

今也陪学生们走过了 10 个年头。有的学生会

匿名投递，单纯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的学生会

将自己遇到的困难，向“青姐”发来求救。无论

多忙，杨青总是会耐心地回信，或者当面沟

通，“青姐信箱”为老师和学生架起了一座心

灵沟通的“桥梁”。

杨青回忆，记得有一个学生叫小凯（化

名），当时他的家庭出现了重大变故，受了打

击的他每天恍恍惚惚，心理上出现了极大的

问题，上着课就开始自言自语，说着一些奇奇

怪怪的话语，把周围的学生吓得不轻。后来从

学生口中得知这一情况，杨青赶紧联系上他

的家人，了解完他背后的隐情后，即刻给他调

了座位，观察他的一举一动，随后蹲到他的身

旁，轻轻地对他说：“孩子，你能不能把你看到

的、想到的那些东西写下来，分享给老师？”一

步一步，小凯每天开始记录，写好后放到“青

姐信箱”。杨青一有空就给他回信，慢慢地他

的心结才打开。经过一年半的耐心陪伴，小凯

顺利地完成了学业、走出了阴霾。

每个学生都渴望被关注，每颗心灵都需

要被滋养，每个生命都希望被点亮。“初中

阶段学生的心理是最脆弱的，稍不注意就有

可能出现偏差，很多学生有些话不愿意跟家

长说，但都愿意跟我说，所以我特别注重学

生们的心理疏导。初一主要是习惯养成教

育；到了初二，就要随时了解学生的心理变

化，及时给学生心理疏导和正确观念的引

导，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健康的心理轨道上

发展。”

让“爱”传递下去

杨青敬业爱生、谦虚好学，为了学生的健

康成长，她全身心投入到班级管理的工作中，

细心了解班级的每个学生，对学生充满了无

限的热情和关爱，尊重学生，以诚相待。她细

心关注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变化，在学习上耐

心引导，在生活中热心关怀，在班主任工作中

勇于创新、乐于奉献。

作为西安市首批班主任工作室的主持

人，杨青积极发挥工作室的引领作用，热心

培养青年教师班主任团队，在团队中倡导爱

职业、爱学校、爱学生的良好道德风范，组

织工作室成员使用网络平台进行系列学习，

带领工作室成员积极编写审核《初中家庭教

育百问百答》。作为主持人，她积极组织工

作室活动，开展学习践行教育教学管理理

论，开展课题研究，组织工作室老师互相听

评班会课，课后与每一位上课者和听课者进

行分析、评价和反馈，让每一位参与者提高

思想认识，让自身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她

先后担任十余名年轻班主任的带教师傅，在

她的真诚帮助下，徒弟们都快速成长为优秀

青年班主任。

平凡的事业，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班主任

工作，却闪耀着杨青做班主任的人格魅力。一

个会心的微笑，一句暖暖的问候，一汪感动的

泪水，一次倾心的交流，一番严厉的批评，一

节精彩的授课，都体现着杨老师的德行和内

涵。杨老师脚踏实地，用爱心滋润每一个学生

的心灵，让师生之爱遍地开花。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宋光

教 育 资 讯

文化艺术报讯 （全媒体记者 何超锋）

“论坛聚焦教师阅读涵养教育家精神主题，

通过阅读丰富教师精神世界，带动教育高质

量发展，推动全民阅读，很有意义……我从

读书中确乎受益匪浅，书对我的影响，少年

时大于青年，青年时大于现在。尽管如此，

以后我不写了，仍会是一个习惯了读闲书的

人，读带给我一种幸福、一种清醒。”4 月 14
日，著名作家梁晓声在第二届三秦教师阅读

论坛视频讲话中，对教师阅读的价值和意义

充满期待。

当日，300 余名代表齐聚陕西学前师范

学院，参加主题为“教师阅读涵养教育家精

神”的第二届三秦教师阅读论坛系列活动。开

幕式上，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唐宏

致欢迎辞，陕西教育报刊社总编辑郭鹏介绍

活动情况，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余桂林致辞。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副校长李强等与会领导嘉

宾向《教师报》第二届“推动陕西阅读十大教

育人物及关注人物”颁奖，向教师阅读优化基

地学校授牌，陕西省西安小学校长李涛、神木

市第十一中学校长刘雪松作经验交流。

“论坛特别提振教师的精气神，我们更加

明确地感受到。新时代教育家型教师一定是

自己热爱阅读，更会指导学生阅读的好老

师！”第二届推动陕西阅

读十大教育人物奖获得

者、宝鸡文理学院附属学

校教师安瑛说。

专题报告环节，中国

教育报常务副总编张圣

华、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

作处处长王彬武、江苏省

南京市第十三中学正高

级教师曹勇军分别作专

题报告。

“教师阅读与成长”

环节，闫妍、曹有凡、孙斌斌、高阿超等四位老

师交流分享专业成长和阅读推广实践。杨安

平、张菲菲、刘艳等代表与师范生面对面座谈

交流，畅谈教师阅读的重要意义，鼓励师范生

扎根西部教育沃土，做新时代“四有”好老师。

“师范生阅读”环节，来自陕西师范大学、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咸阳师范学院、渭南师范

学院的在校生与毕业生代表李姗珊、黄凌群、

张志琳、周凡、李潇雨现场分享阅读收获。

“参加论坛后，我更加深刻体会到数智时

代阅读的价值和意义，意识到自己肩头沉甸

甸的责任。希望通过自己的阅读，为西部基础

教育贡献力量，未来能成为一名‘幸福且清

醒’的教师。”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文学院师范

生何欣怡对未来充满期待。

论坛由中共陕西省委教育工委和陕西省

教育厅指导，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陕西教育报

刊社主办。陕西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发展中

心、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榆林学院文学院、

安康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协办，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陕西省基础教

育语文教学指导委员会提供学术指导。

据悉，论坛将于 4 月 20 日、27 日在神

木、安康举行陕北专场和陕南专场活动，届时

将邀请陕西省名师、名校长分享书香校园建

设、家校共读、教师阅读与成长等实践经验。

第二届三秦教师阅读论坛在西安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