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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成瑞，现任康巴什区第五小学校长，
荣获“全国新教育实验优秀实验个人”“2021
年度内蒙古好人”“内蒙古自治区教学能手”

“鄂尔多斯市道德模范”等称号。

爱岗敬业，基层教师蝶变名校校长

1996 年 9 月，蔡成瑞踏上三尺讲台，起
步于基层小学。26年来，她始终奉献教育事
业，以真情滋养孩子，以课堂传承文化，以读
书丰富精神，以反省凝练思想。2012年 8月
担任康巴什区第五小学校长，她怀着满腔热
情带领学校由6个教学班、24位教师、105名
学生发展壮大到今天的 36个教学班、114位
教师、1628名学生。作为康巴什区第五小学
的首任校长，蔡成瑞不断思考和探索学校发

展，积极探寻校园“问”主题文化之源。
循着“问道真善美”的文化之根，她带着

团队打造“红烛先锋”党建品牌，推进学校治
理能力现代化体系构建，一体化构建学校真
善美课程体系，十年砥砺深耕细磨问学课
堂，以“文化熏陶、课程融合、实践体验”三位
一体传承文化、立德树人，全面提升学校办
学水平，2018年康巴什区第五小学获评全国
中小学德育工作典型案例、2019年获评内蒙
古自治区美育示范校、2021年获评国家第三
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示范校。

抗击病魔守护教育沃土

“留给你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年，你自己
要坚强。”2018年 3月，正当蔡成瑞全身心谋

划学校新学期各项工作时，她的身体突然出
现异样疼痛，确诊为肺腺癌晚期。面对生死
考验，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与病痛折磨下，她
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这么拼命争取来的
每一天生命，究竟是为什么？年轻的生命如
果就这样凋零，它的意义是什么？”叩问初
心，她明确了自己内心最坚定的答案：“不辱
使命，回归岗位，给自己生命一个明亮的意
义！”她一边全力治疗，一边通过“风雨心依
旧”微信公众平台推出系列抗癌日志《余生
手记》，鼓励自己微笑抗癌、乐观生活、踏实
工作。经过治疗休养，病情居然奇迹好转，
她坚持边治疗边上班。历经生死磨难，蔡成
瑞的教育初心更加温暖明亮。走在校园里，
她知晓每一位迎面而来学生的名字；站在校

门口，她心里牢记每一位家长的诉求；坐在
课堂里，她清楚每一位老师的优势与困惑；
她常常引导鼓励每一位老师和家长：“教育
不难，我们每个人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分内
之事，就是最好的教育。”

2020年以来，蔡成瑞带领团队和当地蒙
古族小学开展结对互助共建活动 218人次，
师生进课堂、学教材、研磨适宜的教法，共同
学习软笔书法等传统文化，大力推行使用三
科统编教材，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
育教学工作；针对学校所在社区部分孩子周
末无人管理的现象，作为学校党支部书记，
蔡成瑞带领开展“红烛之光”行动，创新推行
学校、家庭、社区“共育共治”模式，引领教育
队伍主动走进社区，分组无偿承担社区内学

生课业辅导和管理服务 246课时，切实做到
把群众放进心里，用服务践行初心；2022年
携手乌兰木伦镇两所乡镇学校，蹲点帮扶，
深入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建设；利用工作间
隙，她只身进校园、进机关、进企业，宣讲故
事，传播正能量。

26载育桃李，10年奋斗铸名校，1000余
日抗癌守初心。风雨兼程，她始终温暖而坚
定地守护着教育的沃土，举手投足间体现
了教育人扎根教育的无悔与坚定，言语中
写满了教育人坚韧、乐观的人生信念和态
度。未来，她将继续带着自己的初心，痴心
扎根教育沃土，风雨无阻守护着祖国花朵
茁壮成长。

（市文明办供稿）

蔡成瑞：扎根教育26载浴火重生绽芳华

陈佳宏、王文霞是乌审旗嘎鲁图镇呼热胡社区
居民，“读书修身、诚信为人、和善交友、孝悌齐家、
忠廉报国”是陈氏家族一直遵循的治家之道，恪守
家训的陈佳宏家庭一直是社区幸福文明家庭的典
范，获评第三届全市文明家庭。

诚信做人、德馨品正，家庭教育是根本

在 70年代的中国农村，刚解决温饱问题，让孩
子上学是件很奢侈的事情。但陈佳宏兄妹是幸运
的，他们有一对高瞻远瞩的父母，爸爸斩钉截铁的
一句“只要你们有本事，考到哪里就供到哪里”让陈
家弟兄跳出农门，吃上了公家饭。

陈佳宏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教育孩子严格有
爱、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为人处世公道正直，深受村
里人的尊敬。长大后的陈佳宏兄弟把祖辈的言行
处事总结凝练成“读书修身、诚信为人、和善交友、
孝悌齐家、忠廉报国”的《陈氏家训》，用来约束和鞭
策家庭成员。

陈家兄妹传承父母的教育理念，将立德树人作
为培养孩子的第一标准，在注重孩子学习的同时，

广泛培养健康兴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和谐友爱、孝悌为先，优良家风永传承

陈佳宏兄妹几个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为父母分
忧、孝顺爷爷奶奶。作为家里的长子，陈佳宏十来
岁就学会了做饭，只要他在家，劳动回来的父母就
能吃上热乎饭。俗话说：家庭能抗得过暴风骤雨，
但经不起柴米油盐。可在陈佳宏家里父母慈爱、
兄弟和睦、妯娌友善，家庭成员之间互相尊重。兄
妹三人各自成家已有 20多年，至今没分家，却从未
因钱财计较过。夫妻之间有了矛盾本着互让的原
则，不抱怨、不翻旧账。2005年，为方便照顾父母，
陈佳宏兄妹将父母从农村接到旗里。十几年过去
了，每天中午，一大家人都能围着餐桌尽享天伦。
如今，年逾古稀的双亲依然身体健硕、幸福感终日
写满笑脸。

爱岗敬业、温良上进，长辈垂范做楷模

陈家两兄弟家里4人都是吃“公家饭”的。多年
来，陈佳宏和弟弟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入党誓词，妻

子和弟媳妇也在各自岗位上勤勉工作。陈佳宏本
人多次被评为自治区农牧业工作先进个人、旗级优
秀党务工作者和青年岗位能手等。

文明行为的养成要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为了
让孩子们紧跟时代从小树立文明理念，传承好家
训，陈佳宏特别注重用日常事件引导晚辈，以现身
说法教育孩子遵守交规、不乱扔垃圾、不踩踏绿植、
爱护花鸟、不讲脏话等。工作之外他将业余生活过
成了诗，每天坚持早起，寒暑易节从未间断，踏着清
风听着蝉鸣在公园晨练，下班后独处书房赏文品
茗，精进书法，少了世俗的人际应酬，多了生活的恬
淡雅致。付出终归有回报，这些年他收获了不少小
惊喜，散文作品多次获奖并见诸网络刊物，书法作
品也小奖不断。

矩不正，不可为方；规不正，不可为圆。陈佳
宏一家以“陈氏家训”为准则，身体力行以“孝”为
先、以“和”为贵、以“德”为本、以“学”为上，长辈
们通情达理、孩子们温良上进，共同培植了文明
幸福之家。

（市文明办供稿）

□巩富文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挖掘文
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
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近年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
传承利用不断加强，但工作中仍存在总体战略规划与制度
保障不够、开发保护手段单一、转化成效与资源优势不相
匹配等问题。为此，建议：

强化系统规划，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护航。文化
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是超越行政区划、地理场域、物理标识
的整体性、系统性工程，应打破传统的单一性、地域化、部
门化局限，构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协调制度，建立文
化遗产保护规划体系、文化遗产资源评估标准体系、文化
遗产学术研究体系，全面推进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部
门间、区域间协调，增强工作合力。同时，引导社会力量参
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事业，积极搭建社会组织、企业
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平台，构建多方参与、
协作顺畅、凝聚合力的多元化传承保护利用体系。

强化产业扶持，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注入市场活
力。我国文化遗产种类特色鲜明且丰富多样，应充分挖
掘、改造创新，以产业化形式打造“文化遗产+”特色品
牌。通过“文化遗产+节庆”打造特色民俗文化品牌，将地
方文化、饮食文化等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展现，加深群
众认同。通过“文化遗产+产权”模式加强自身造血功
能。文创周边产品是文化遗产利用的重要载体，应大力普
及知识产权知识，遏制品牌被抄袭和仿冒，赋予文化遗产
产业发展持久且鲜活的生命力。通过“文化遗产+行业”
模式打造完备产业链。推动文化遗产与其他产业深度融
合，如文化遗产与旅游业、制造业的融合能有效实现资源
价值向经济价值的转换，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拓宽发
展思路。

强化队伍建设，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奠定人才基
础。加强对文化遗产专业技术人才培育的政策、资金支
持，建立健全技艺传承人和工匠的实践培训机制。研究制
定关于加强基层文物行政部门和文管所机构及人员设置
的指导性政策，强化基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人员及专
业人才队伍建设，充分调动干事创业积极性。同时，持续
深化运用科技、影像等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
人进行记录，为非遗保护工作确立清单、建立档案，留下宝
贵的可传承、可研究、可利用的文献资料。

强化宣传引导，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营造良好氛
围。充分挖掘文化遗产的历史内涵，不断创新宣传方式，
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再
现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进一步拓宽宣传渠道，选择有影
响力的文化名人等作为本地的文化宣传大使，精细化打造
宣传内容，使广大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加深对自身
文化的认知、理解和认同。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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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佳宏家庭：以训治家让文明之树常青

康巴什讯 3月22日是第三十三届“世界水日”，
市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主题宣传活动，引
领康巴什区第七幼儿园小朋友走进水资源的奇妙
世界，树立节水护水意识。

活动伊始，通过播放趣味动画短片，展示水在
日常生活、动植物生长和工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以生动形象的画面，让孩子们直观认识到水是生命
之源。在知识讲解环节，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介绍了全球水资源现状以及节水小窍门，小朋友
们积极互动，踊跃回答问题，现场气氛热烈。

此次活动不仅让小朋友们增长了水资源相关知识，
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节水护水的种子。（杨慧云刚嘎）

康巴什讯 近日，市就业服务中心积极落实“技
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助力学员从技能提升向成
功就业的“最后一公里”冲刺，二级职业指导师王敏
为乌审旗82名学员开展了求职能力培训。

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涵盖激发就业动机、挖掘

职业潜能、职业认知分析、人岗匹配等多个方面。
通过生动案例、互动教学等方式，引导学员认识自
我，激发内在求职动力，精准剖析自身职业潜力与
优势，科学研判各类职业的特点及发展前景，从而
实现精准的人岗匹配，有效提升求职成功率。

下一步，市就业服务中心将持续深化“技能照
亮前程”专项行动，不断优化培训模式，拓展就业服
务渠道，助力更多就业重点群体实现稳定就业，为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市轩）

市就业服务中心开展求职培训助力稳定就业

乌兰讯 近日，鄂托克旗乌兰镇康宁社区党总支
联合鄂托克旗政协前往海岱嘎查开展“我为三北种
一棵树”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现场，党员们三人一组、五人一队，分工协

作，秩序井然。其间，党员们还主动向群众传授植
树技巧，普及环保知识，进一步提升了群众的环保
意识。

此次活动，让党员和群众在劳动中收获了快

乐，强化了党员们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下一步，康
宁社区将持续开展更多丰富多彩的主题党日活动，
引导党员和群众参与到社区活动中来，为乌兰镇各
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康宁）

鄂旗康宁社区开展“我为三北种一棵树”主题党日活动

◀近日，准格尔旗准格尔召镇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携手镇团委、关工委走进准格尔召幼儿园，开展

“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活动，让雷锋精神在孩子
们幼小的心灵中生根发芽。 准轩 摄

近日近日，，杭锦旗锡尼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了杭锦旗锡尼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举办了““春风十里春风十里 芳华如你芳华如你””活活
动动，，表达了对女性朋友的深切关怀表达了对女性朋友的深切关怀，，营造温暖营造温暖、、和谐和谐、、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积极向上的社区氛围。。

锡尼锡尼 摄摄

文明实践在行动

▶近日，东胜区铜川镇常青村志愿者走进辖区，为老年人进行“义
剪”、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养老认证服务等，用实际
行动温暖老人的心。 东轩 摄

道德模范在身边

市图书馆举办“世界水日”主题宣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