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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民族教育基础  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一家亲 
 

章音頔 
 

    在江苏南京，有这样一所学校，校纪严谨、学风朴实；有这样一群孩子，离家千里、刻苦勤

奋；有这样一些老师，丹心一片、情系边陲。他们本无交集，因为内高班（内地新疆高中班的简

称）政策而相聚，成为彼此生命中最温暖的存在，合奏出了一曲中华民族一家亲的和谐乐章。 

    聊起风土人情，校长比我还了解新疆 

    早晨 6点半，天色澄亮，一个清瘦身影出现在江浦高级中学的校园里，他风神俊朗、行色匆

匆。他顾不上欣赏周遭的繁花似锦，609 个名字在脑海中循环“播放”：“他是不是很久没找我谈

心了”“她这次的英语考试成绩还不错”⋯⋯十年如一日，从分管内高班的那一天起，江浦高级

中学副校长朱远富就没有缺席过任何一个新疆孩子的成长和生活。 

    作为英语老师的朱远富，这些年硬是把自己“逼”成了一个“新疆通”，为了了解孩子们原

先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与他们沟通无阻，朱远富把所有能接触到的关于新疆的书籍报刊都研

读了个遍。初到江中读预科的小帕（化名）对周边的老师同学总带着抵触情绪，也时常流露出一

些消极的错误思想，朱远富发现后，并没有生硬说教，而是一有机会就拉着小帕聊新疆的历史地

理和风土人情，小帕没想到朱校长对家乡竟然比自己还了解，逐渐敞开心扉，说出了自己的茫然

与困惑。在后来的日子里，小帕把朱校长当成了最信任的朋友，与他无话不谈。让朱远富难忘的

是，毕业前，一向羞涩的小帕找到他说：“朱校长，您放心，我一定会成为你希望我成为的人。”

更让朱远富感动的是，大学毕业回到新疆工作的小帕，坚定地成为了民族团结的拥护者，时常向

家乡人民宣讲政府的政策。 

    师生间的“心意”，“孟妈妈”陪我走过最灰暗的时光 

    在江浦高级中学，朱远富说自己只是 1/96，二十年来，学校培养出一支包括全国民族团结先

进个人、江苏省优秀共产党员、南京市劳动模范、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等在内的优秀教师团队，

每一位老师都对这些异乡求学的孩子们倾注了全部的心力和热情。 

    高考拿到 660分高分的阿里热（化名）原本可以轻松跨进国内一流学府的大门，但他瞒着老

师同学默默填报了南京医科大学，选择留在南京。让他无法割舍的，是中山东路两旁炙热阳光下

依然充满生机的梧桐，是 600多年过去了安静诉说金陵史的明城墙，更是四年里对他无微不至关

怀的“孟妈妈”。 

    十年前，受新疆教育厅的选派，孟建英来到江中从事管理工作。从此，她远离年龄尚小的儿

子，却一下子多了几百个新疆孩子。“90%的孩子来自南疆贫困地区，人生中第一次离开家人，也

不会说汉语，当时一看到他们怯生生的眼神，我就特别心疼。”孟建英迅速收拾起自己离家的伤

感情绪，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到了这些孩子身上。 

    在江中内高班，师生间的“心意”处处可见：在徐幼晴老师走遍大街小巷为孩子们寻找节日

礼物的精心里，在聂倩云老师每晚为学生讲解文言文的耐心里，在邹大博老师自费购置 400多本

图书让大家享受读书乐趣的用心里，也在学生们为带病上课的王勇老师准备新疆美食的关心里。 

    民族一家亲，“为我而战”的小伙伴给我最珍贵的友情 

    “建立在吃上的友谊是不是特别坚固，哈哈！”来自新疆的阿迪拉和内地班的金可欣、檀香

剑自称是“吃货三剑客”，金可欣带着阿迪拉喝到了“世界上最好喝”的抹茶奶茶，常常让家人

给阿迪拉做各种好吃的，阿迪拉用玫瑰花酱馕饼俘获了金可欣的心，而檀香剑实现的心愿背后则

是他和阿迪拉珍贵的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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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说新疆的瓜果特别香甜，有一次跟阿迪拉聊天的时候就随口提了一句，说以后有机会

要去新疆尝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没想到放完暑期返回南京的阿迪拉竟然抱着哈密瓜和西瓜

出现在檀香剑的眼前，两天两夜的火车，小姑娘抱着水果从祖国的大西北一直颠簸到古城南京，

让檀香剑感动至今。 

    内高班和内地班的孩子们用这些微小的举动和简单朴素的表达方式建立起民族一家亲的深

情厚谊。在江中，像这样的故事还有许多。学校悉心浇灌民族团结花，重视社团工作，组织丰富

多彩的文化艺术体育活动。组建了“一家人民族团结社团”、“雪莲艺术团”、“天山足球队”等学

生社团组织，以此为载体着力推进各民族学生交往交流交融，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蓬勃发展。 

    回到我的第二故乡，在江中的四年影响了我的一生 

    2000年 9月，北京、上海、南京等 12个城市开办了包括江中在内的首批 13所内地新疆高中

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20 年来，江中共招收新疆籍学生 2200 多名，已有十五届学生毕业，

一大批优秀毕业生被清华、北大、复旦、南大等国内著名学府录取，如今他们已成为各行各业的

佼佼者。学校始终保持“三个”100%：高考学子 100%升学、人才培养 100%合格、学校安全工

作 100%无事故。 

    “虽然我也是一个老师，但我没有达到我们老师的万分之一。”从事教师行业 10年的索菲亚

回忆起当年在江中求学的一幕幕，不禁泪流满面。从懵懂无知到最终选择成为一名老师，索菲亚

说在江中的四年影响了她的一生，在后来的工作过程中，每当遇到调皮或是对学习敷衍的孩子，

她都会收敛起自己的急躁脾气，耐心地陪伴和开导他们，就像江中的老师过去对待自己一样。“五

一的时候，我回了一趟母校，见到了当时教我的老师们，十年了，他们的头发都白了。”索菲亚

把照片和视频上传到同学群里，一下子就勾起了如今在天南海北的同学们对那段青葱岁月和师生

情谊的集体回忆。 

    像索菲亚这样，在南京求学的这段经历几乎成为每个内高班孩子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也

影响着他们一生的抉择。毕业于复旦大学的信任，在央视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曾获中国新闻奖二

等奖；毕业于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的吴兰，在边境从事反恐维稳工作，荣立三等功；毕业

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的艾孜热提力，成立了教育咨询公司，帮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

育⋯⋯ 

    眼下，就读于浙江财经大学的扎伊拉快要毕业了，虽然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但她的内心却

萌生出入伍的念头，“在南京上学的时候去过好几次江东门纪念馆，心里特别触动，所以想当兵，

保家卫国。” 

    加西亚（化名）大学毕业后选择在成都创业，如今却又把公司总部迁回了江苏，从事园林设

计工作的他很多合作伙伴都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回到我的第二故乡，积极响应国家号

召，能为‘一带一路’多做贡献，心里觉得特别自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