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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颖颖 高红日

由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山东广
播电视台主办，齐鲁壹点内容运
营中心承办的“道不尽齐鲁粮油
好”2020年全媒体山东行第二站
于9月7日启动。

7日至10日，来自全国的20余
家媒体将走进潍坊、青岛、烟台
及威海4市的8家粮油企业，围绕
现代化粮油企业、乡村振兴、品
牌建设、粮食供应保障等方面展
开采访。

“道不尽齐鲁粮油好”2020
年全媒体山东行首站于8月12日
至15日成功举办，媒体记者走进
聊城、菏泽、济宁、泰安等地的多

家粮油企业，围绕乡村振兴、夏
粮丰收、粮食供应保障以及“齐
鲁粮油”公共品牌建设展开了深
度采访，通过短视频、图片云直
播、稿件、Vlog等多种方式展现鲁
西北粮食发展情况。随着活动的
圆满结束，不断寻求创新、带动
农民增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粮
食企业形象愈加清晰。

在8月份首站的启动仪式
上，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
组成员、副局长李伟介绍，近年
来，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
要求，山东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坚持粮食市场化改革导向，积极
促进粮食流通和加工转化高效
发展，大力培育多元化市场主
体，严格落实国家粮食收储政
策，做大做强粮食产业经济，既

有效解决了农民卖粮难，又充分
实现了转化增值，满足了城乡居
民消费需要。今年1-7月份，共收
购粮食5406万吨，同比增加118万
吨；销售粮食3245万吨，加工转化
粮食4687万吨。

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齐鲁粮油”品牌荣获中国粮油
榜影响力十大公共品牌，粮食
产业经济“滨州模式”在全国推
广，小麦、玉米、大豆3个国家级
粮食产业技术创新中心落户山
东。2019年，全省粮食产业经济
工业总产值4212亿元，稳居全
国首位。

本次媒体行活动为“道不尽
齐鲁粮油好”2020年全媒体山东
行系列活动的第二站，第三站将
于10月份举办。

走进胶东四市，探访现代化粮油企业
“道不尽齐鲁粮油好”2020媒体山东行再出发

媒体采访团在金浩面粉采访该公司新品研发。 刘宇 摄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赵磊 张焜

支教山西
“王老师信箱”意外火了

用文字书写，用镜头记录，用
正能量陪伴，让青春有迹可循，为
梦想保驾护航，给学生一个有情有
义、有滋有味的大学生活，这是王
勇老师的教育梦。而王勇老师这个
梦源自他13年前的支教初心。

2007年，从山东师范大学本
科毕业后，王勇老师报名参加了
教育部、团中央组织的“第九届研

究生支教团”。当时，支教团去的
地方是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第一
中学，位于太行山革命老区。

来到支教学校不久，王勇就
发现，这些在山区长大的孩子大
都单纯内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
好奇却又羞于表达。王勇想找到
一种快速和孩子们沟通的方式，
他冥思苦想后决定以家书的形式
为孩子们解疑释惑，“王老师信
箱”应运而生。

“王老师信箱”开通后，出乎
王勇意料地火了。“非常多的孩子
给我写信，有的写了几张纸，也有
的写了一两句话。”王勇回忆，当
时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孩子给他
写信，但是学生的信都来了，他就
认认真真地去回复每一封。

“信多的时候，一天要写一万
多字的回信，写字写得感觉胳膊
要断了。我就想，胳膊断了也要给
孩子们回信。”当时，王勇立下一
个小目标，在一年支教生涯里，要
给孩子们写下1001封“家书”。

然而，“王老师信箱”爆火后热
度一直不减，王老师写完1001封回
信后并没有打住，一年时间里，他
写了1164封信，将近60万字。写信
时，王勇都是用复写纸写下两份，
一份给学生，一份留给自己。不知
不觉间，他攒下足足一尺多高的

“家书”。王勇用这一封封的“家书”
为青春期的孩子们解疑释惑，为学

生的梦想保驾护航。“王老师信
箱”和1164封“家书”，也成为最让
王勇引以自豪和骄傲的事。

拿出一半班主任费
当作“青春经费”

支教一年后，王勇读了三年
研究生。2011年，研究生毕业的王
勇到了潍坊电视台工作。然而，他
一直念念不忘的愿望是继续当一
名老师。五年后，他如愿来到了山
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名
大学老师。

“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
与众不同的生命个体。教书育人
不仅仅在于传授本领，更是激励、
唤醒、鼓舞和点燃火焰，激发潜
能，用一种饱满的状态面对人
生。”再次走上讲台的王勇对于教
书育人有自己的理解，他执着用
文字书写学生的多彩青春，用镜
头记录学生的花样年华。

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
是在自己的班级群里发一段“青
春寄语”。晚上睡觉前的最后一件
事，就是将在学校里一天的感受
和跟学生之间发生的事情写成

“青春日记”，并且拿来和学生分
享。用文字记载班级的大事小情，
记录学生的言行举止，书写学生
的别样青春，是王勇的爱好，也是
对学生的承诺。从2017年自己带

第一个班级开始，三年多时间里，
他写下了1100多篇“青春日记”，
足足80多万字。

王勇老师在教书育人时的仪
式感，不仅体现在“青春日记”上，
他还为学生们举行抽奖赠送各种
学习生活用品，为学生们准备各
种各样的有仪式感的活动。“我的
班主任费是一月384元，我拿出一
半为班级搞各种活动。”王勇说，
每周有三到四次抽奖，每个月都
有给学生赠书，还有每个学生过
生日都会买一个小蛋糕。

“除去大三实习的时间，每个
学生在学校里的时间只有不到
800天，我能陪着他们两年多的时
间，就是一种青春的状态。让大家
将来回忆这段时间的时候，就觉
得我有一段有情有义、有滋有味、
有声有色的大学生活，让学生值
得回忆，他们就会觉得这个大学
生活没有白过。”王勇说。

定下目标
要带15届学生

王勇喜欢三尺讲台的感觉，
如今，他正在带2019级的学生，已
经逐渐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青春10部曲”育人法，其中包括
“映像·青春”“传记·青春”“悦读·
青春”“朗读·青春”“文化·青春”

“活力·青春”“温暖·青春”“陪伴·
青春”“扶志·青春”“自律·青春”。

之前提到的“青春寄语”“青
春日记”就属于“传记·青春”。同
时，王勇还用影像将学生日常生
活和学习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
为学生拍摄制作了220部/个班级
视频短片，用独一无二、与众不同
的青春影像记录学生的青春时
光，真正做到让青春有迹可循。

他尝试用学生的“好声音”记
录青春，结合所学专业，开办了班
级栏目《青春·朗读者》，每周一
期，由同学们抽签轮流当主播，让
每个同学成为朗读的主角儿。

用王勇的话来说，他带的班
必须要有一个魂，有一个精气神
儿！而“青春10部曲”正是带着同
学们嗨出了一种青春的状态和精
气神，让学生成为青春的主角儿。
因为痴迷三尺讲台，王勇老师还
为自己定下了带15届学生的宏大
目标，直至退休。

“王老师信箱”的1164封“家书”
他用充满仪式感的教学，让学生成为青春主角

我们常常用蜡烛比喻教师，因为蜡烛虽没有烟火的璀璨，也没有太阳的炙热，但它却舍得燃烧自己温暖他
人。在第36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本报开设教师节特别报道，我们将走近一线优秀教师，通过质朴的笔触、感性的
镜头，忠实记录下他们的教育人生，感悟他们的教育情怀。

编
者
按

支教一年，成为大
学教师四年，山东信息
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王
勇满打满算也仅有五
年的教学生涯。然而，
在短短一年支教的时
间里，他写下了1164封

“家书”，从而走进了山
沟沟里那些孩子的心
里；在成为大学教师短
短的四年里，他用文字
书写学生的多彩青春，
用镜头记录学生的花
样年华，留下1100多篇

“青春日记”，220多部
“青春影像”。

王勇老师用充满
仪式感的教学，让学生
成为青春的主角儿。

“只要让学生心中有信
仰，脚下有力量，未来
就有希望。”

在成为大学教师的短短四年里，王勇用文字书写学生的多彩青春，用镜头记录学生的花样年华。

在山西支教时，王勇在烛光下伏案给孩子们写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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