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24日，淮阴区渔沟镇，金黄的稻田与
村庄、道路等构成一幅美丽的乡村丰收画卷。

■刘须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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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凭着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用

爱心守护困难群体。她积

极投身公益事业，创办淮

安市清江浦区让爱起航公

益服务中心，带领团队开

展助学、帮困、敬老、环保

等公益活动1500余场，累

计募集善款169万元、各类

物资价值527万元。她就

是“江苏好人”高云丽。

早在2007年，高云丽

就积极投身公益事业。为

了汇聚更多公益力量帮助

困难群体，2015年，高云丽

创办让爱起航公益服务中

心。没有工作地点，她拿

出私人住宅作为办公场

所；没有资金，她自费20余

万元，置办各类物资开展

公益活动。在她的带领

下，团队不断发展壮大，目

前注册会员 1500 余人。

2023年该团队被授予“中

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5A”

称号。

让爱起航公益服务中

心成立以来，高云丽经常

组织团队去敬老院看望慰

问孤寡老人。她带领团队

走遍淮安主城区周边的30

余所敬老院，累计开展300

余场公益活动；连续8年驻

点引河社区、健康路社区、

夕阳红广场，开展329场空

巢老人关爱活动。高云丽

还是农村留守儿童眼中的

“好妈妈”。她连续7年帮

助一对生活困难的双胞胎

兄弟，帮他们买生活、学习

用品，鼓励他们认真学习；

连续8年关爱渔沟镇程圩

小学的留守儿童，每年两

次和孩子们一起开展校园

运动会，并组织春游、秋游

活动，累计帮助56个班级

建立图书角，开展爱国主

义教育、举办心理疏导和

女童保护讲座等70余场。

2018年，高云丽开始

关注环保事业。她带领团

队走进市区50多个小区、

40多个公园、12所学校以

及周边8个镇（街），发放宣

传品近6万份，在增强人们

环保意识的同时，带动更

多人加入公益队伍。

让爱起航公益服务中

心成立9年来，高云丽让越

来越多的困难家庭感受到

社会的爱与温暖，该中心

被评为“江苏省优秀志愿

服务组织”。高云丽先后

获得“江苏省最具爱心慈

善行为楷模”“江苏省优秀

志愿者”“江苏好人”等称

号。

“我想通过努力，让更

多人加入公益队伍，就像

我们团队的名字一样——

‘让爱起航’，还要把爱继

续传递下去。”高云丽说。

■融媒体记者 王磊
通讯员 张浩

让爱启航
——记“江苏好人”高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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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16日，在阔别昔日援藏工

作地——西藏自治区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5年后，淮安援藏教师刘成美跟随“淮安

援藏口述史·雪域青春”融媒体报道组飞

越千山万水，重返拉萨，回到这座让他常

牵挂的校园。

“启程前夜，激动到一夜失眠。”刘成

美说，尽管在重返拉萨的路上，自己无数

次设想过重逢时的画面，但当他再次站

在自己援藏期间所带班级——初一（2）

班的讲台前，依然有些手足无措，竟一时

语塞。

在拉萨江苏实验中学援助的1000

多个日日夜夜，孩子们的一声声问候、一

张张笑脸，深深地印刻在刘成美的脑海

中。再次置身这座留下了自己奋斗足迹

的校园，那一刻，刘成美的思绪如潮水一

般，在心头奔涌。

同事变挚友
援藏佳话传

七月，格桑花开，姹紫嫣红，拉萨江

苏实验中学迎来最美的季节。

“老刘，又见面了，你变得更年轻

了！”重逢之日，艳阳高照，陈芳、益西曲

珍、德庆朗杰等几位刘成美在拉萨江苏

实验中学工作时的老同事，早早守候在

学校门口。看见刘成美下车，他们不约

而同地快步迎了上去，紧紧拥抱在一起。

援藏5年，刘成美和他们朝夕相处，

从同事变成了挚友。即使回到淮安，彼

此的联系也从未中断。

此时此刻，老友重逢，说不尽的思

念，谈不完的往事。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坐落在拉萨河

畔，一排排教学楼藏式风格浓郁。校园

内，一处刻有“茉莉格桑共芬芳”字样的

景观小品，凸显着江苏与拉萨的独特情

缘。“这里的硬件条件很不错。”漫步熟悉

的校园，刘成美像个重返故乡的向导，边

走边向报道组介绍。

“硬件是不缺，缺的是像老刘这样的

老师。”一旁的益西曲珍老师接过话茬。

益西曲珍说，刘成美是拉萨江苏实验中

学全体教师学习的榜样，其独创的“两先

两后”教学法轰动一时，所教班级英语成

绩大幅提高。

益西曲珍清楚地记得，刘成美在援

藏期间专门编写过一套英语辅导书，后

来还在拉萨城关区各中学推广，“可以

说，这5年，刘老师虽然人在淮安，他的

美名却留在了拉萨江苏实验中学。”

“我还研究过老刘的方法呢，很实

用。”时隔5年再次见到刘成美，陈芳说

出了藏在心里的“秘密”，“当年我经常从

刘老师那里‘偷师学艺’，看他怎么改作

业、怎么上课、怎么辅导学生，琢磨了好

几年，悟出一个道理，刘老师的教学方法

虽然独特，但更值得学的是他对学生的

全情投入，他是先有真心，再用妙法。”

面对昔日同事的赞美，刘成美显得

有些羞涩。他说，援藏工作期间，自己只

不过是尽了本分，换来的却是大家超额

的褒奖。

“一点不夸张。”德庆朗杰告诉报道

组，在刘成美等江苏援藏老师帮助下，拉

萨江苏实验中学的中考总均分跃居整个

自治区前列，2019年晋升为西藏自治区

首批示范高中。

师生喜重逢
相谈情更浓

此次重返拉萨江苏实验中学，刘成

美带着大家一路走一路聊，不知不觉就

来到了他当年援藏期间所带的班级——

初一（2）班。对刘成美而言，这个教室，

有他太多的回忆。

“来拉萨后第一次进班级，我就站在

这，看着眼前一张张稚嫩的脸，一下子不

知道说啥，很紧张。”时隔多年，刘成美依

然记得第一次上课时的场景。

就在此时，一群年轻人拥进了教室。

“刘老师，您好，还记得我们吗？”这

些年轻人，都是毕业多年的学生们，得知

刘成美回到了拉萨江苏实验中学，他们

专程赶来与刘老师见面。

看到孩子们，刘成美喜出望外，打开

了话匣子：“‘大捣’，现在还调皮捣蛋

吧？”索朗卓嘎个性活泼，是当年班级最

调皮的学生，为了方便记忆，刘成美索性

叫她“大捣”。

多年过去，当初的“小调皮”已经出

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听到刘老师再

次喊出自己的“雅号”，索朗卓嘎小脸一

红：“其实，只有在刘老师这里，我才敢皮

一点。”

“刘老师会根据我们每个人的特点，

给我们取不同的昵称。”索珍啦笑着说，

自己的“外号”是“小精灵”。

“我叫‘八二白’，因为我当时在八班

第二排穿白色衣服。”一旁的索朗曲珍也

立马进行了“自我介绍”。

教学先交心。刘成美的幽默风趣，

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也激发了他们的

学习兴趣。

“刘老师每次都会先讲点有趣的英

语故事，把我们注意力抓住，我们都喜欢

上他的课。”索朗卓嘎回忆，自己的英语

成绩原来并不出众，是刘老师的帮助和

引导，让她感受到英语的魅力，爱上了英

语。

学生有所成
老师心花绽

结深情，育硕果。如今，德吉央宗、

索朗卓嘎分别就读于南开大学、浙江水

利水电学院，索珍啦、索朗曲珍则分别考

上了陕西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看到他

们考上心仪的学校，当老师的，打心底里

开心。”刘成美说。

更让刘成美欣喜的是，学生们学有

所成，回报家乡。格桑次仁是刘成美在

拉萨江苏实验中学带的第一届学生。他

头脑灵光，数学成绩拔尖，被刘成美称作

班里的“小华罗庚”。如今，“小华罗庚”

不负众望，从浙江大学毕业后回到西藏，

成为一名选调生。

“我想成为刘老师一样的人，用知识

回报家乡。”谈起自己的决定，格桑次仁

说，“刘老师的无私付出，给我树立了人

生榜样。”

“当时，刘老师住在校外，但他每天

都在学校里为我们辅导功课，一直到晚

上九、十点钟。”与刘老师相处的点点滴

滴，旦增次央至今铭刻在心。为了此次

重逢，她特意身穿藏族特色服饰。

得知旦增次央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进

入西藏自治区妇联工作，刘成美喜出望

外，竖起大拇指：“当年在班里，你成绩就

好，现在回到拉萨来工作，绝对！”

五载援藏征途，一路格桑花开。曾

经洒下的汗水，灌出的是姹紫嫣红、万千

气象。看着一个个意气风发的身影，刘

成美脸上绽放的笑容特别甜，特别灿烂。

■融媒体报道组 杜勇清 蒋耀 李昱
刘权 王舒 陈大铭 赵启瑞

师生情浓：

阔别已五年
拉萨喜重逢

根据国家金融监督管

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

排部署，近期，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淮安市淮阴支行积

极组织开展以“金融为民

谱新篇 守护权益防风险”

为主题的“金融教育宣传

月”系列活动。

活动期间，该行以营

业场所为宣传主阵地，设

立金融知识宣传专区，摆

放宣传折页供客户阅览，

利用LED大屏、大厅电视

等持续播放金融教育宣传

内容，并采取厅堂微沙龙

等形式，适时为等候办理

业务的客户举办金融知识

小课堂活动。同时，该行

以开学季和普惠金融大走

访为契机，结合场景特点、

受众需求，因地制宜、分类

施策开展教育宣传，推动

金融知识进社区、进校园、

进商圈、进农村、进企业。

该行金融宣讲团队在

淮阴区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金融服务进社区活动。工

作人员通过发放生动有趣

的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

的语言现场讲解、为社区

居民解答疑问等方式，让

社区居民掌握了许多金融

知识，有效增强了社区居

民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

该行还同步开展“担

当新使命 消保县域行”专

项活动，多形式、多途径向

群众宣传金融知识，不断

增强群众维护自身合法权

益的意识，持续营造“学金

融、懂金融、信金融、用金

融”的良好氛围，切实提升

金融消费者的获得感和满

意度，擦亮“金融为民”底

色。 （邮储宣）

邮储银行淮安市淮阴支行

开展“金融教育宣传月”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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