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质工作听起来生涩、遥远，其实与
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比如通过地质灾
害预警，可以提前转移群众，从而保护人
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又如通过查找地下
水发育分布规律钻井取水，可以解决群众
饮水问题等。

日前，记者来到重庆市地勘局南江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下称南江地质
队），采访了总工程师范泽英，了解她带
领团队完成一个又一个地质工程任务背
后的故事。

时间回到1994年。走出大学校门的
范泽英来到南江地质队从事水、工、环地
质工作。工作没几天，她就投身到野外一
线。

对地质工作者来说，翻山越岭、披荆
斩棘是家常便饭。范泽英这一干就是二
十多年。

2013年起，南江地质队先后承担了
在武隆、彭水、黔江、巫溪、丰都、涪陵、万
州、奉节、巫山等地的岩溶石山找水工
程。为提高成井率，范泽英到现场反复调
查，踏遍了大部分岩溶山区，查找岩溶地
下水发育分布规律，指导布置钻井位置。
她凭借多年的水文地质调查实践，总结出
储水构造找水、相对隔水层找水的钻井取
水及岩溶暗河天窗取水经验，组织完成了

表层岩溶水开发潜力研究、岩溶地区供水
条件研究等科研项目，丰富了岩溶找水理
论，实现了岩溶山区找水技术突破，将岩
溶山区水文地质钻探成井率从50％提升
到80％。经过努力，到2016年项目完成
时，南江地质队共实施84口井，成井59
口，成井率达70%以上，解决了近10万人
饮水问题。

作为重庆市地质灾害应急救援专业
队和我市13个区县130余个乡镇地灾技
术支撑驻守单位的总技术负责人，每年汛
期，范泽英都要带领驻守地质队员去现场
查看地灾隐患，提出防险避险措施，与当
地群众交流，告知他们如何判断地灾隐患
点、如何预警以及遇险时的撤离路线。

因工作到位，近年来，南江地质队驻

守区域未发生因灾人员群死群伤事件，保
护了一方平安。其中，范泽英参与完成的
巫山县龚家坊危岩应急抢险综合治理工
程、江北区望江温泉危岩应急专业监测项
目，获重庆市勘察设计协会优秀岩土工程
三等奖；云阳张桓侯庙东侧滑坡抢险治理
工程勘察设计获重庆市优秀岩土工程一
等奖。

2016年，南江地质队受重庆市有关
部门委托承担了重庆市“四山”（缙云山、
中梁山、铜锣山、明月山）交通通道地质环
境调查研究项目，范泽英的身影也时常出
现在现场。她多次主持方案论证、外业检
查、成果汇报，提交调查研究报告。在此
基础上，2019年，她与有关单位联合主持
开展了重庆山地城市地质地理三维虚拟
环境构建、展示与应用示范研究项目，实
现了地上地下一体化融合、地质地理三维
虚拟环境融合和隧道致灾风险性三维可
视化实时评估等功能开发。这些项目成
果为重庆市交通规划和“四山”生态环境
保护、岩溶地面塌陷地质灾害防治提供了
有力的科学技术支撑。

技术过硬，敢于创新；恪尽职守，默默
奉献——这是大家对范泽英的评价。范
泽英说：“地质工作可以改善人们的生存
生活环境，很有意义。”

范泽英：

做好地质工作 改善市民生存生活环境
重庆科技报记者 李彦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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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孩子们的天性，让他们的个性、
梦想、尝试都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发展。每
一位孩子的‘花期’不同，教育工作者的责
任就是帮助他们找到个性化的发展路径，
让每个独特生命绽放精彩。”6月28日，
重庆市人民小学党委书记、校长杨浪浪向
重庆日报记者道出了她和学校的故事。

“为每一颗种子提供不同的土
壤、温度、阳光和水分”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
题。

在杨浪浪看来，教育不是千人一面，
而是百花齐放。孩子们不仅要学会读书、
写字、做题，更重要的是要学会感恩、学
习、创造和生活；不仅要学会肩负起个人
成长、家庭幸福的责任，更要学会担起国
家强盛、民族复兴的使命。

“作为教师，要呵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
为每一颗种子提供不同的土壤、温度、阳光
和水分，等待种子发芽生长。”杨浪浪说。

在她的倡导下，人民小学建构了“基
础课程—选修课程—社会服务课程—社
团课程”四级课程体系，为学生们打造了
一个个体验、开放、包容、综合的融合式学
科教学课堂，并激励老师们以因材施教为
基础，实施个性化教学：在课堂上，孩子们
可以感受英语、音乐、美术融合的数学课
《东南西北》的乐趣；在大剧院的舞台上，
他们以弹唱、情景剧、热力舞、英语剧等形
式讲述与成长有关的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学校先后培养出1名

中国科学院小院士，2名全国十佳少先队
员，1名全国优秀少先队员，2名市长创新
奖获得者，9名全国宋庆龄基金奖获得
者。近5年来，31名教师获国家级教学
竞赛、科研成果一等奖。

在杨浪浪的带领下，人民小学先后荣
获全国文明校园、全国文明单位、全国精
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单位等数十项国家级荣誉。

“好奇、勇敢、责任、荣耀”是送
给每一位孩子的礼物

2020年11月，首届全国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峰会在重庆市人民小学开幕。会
上，人民小学展示了自己创设构建的劳动

教育整体课程体系，发布了家庭劳动手
册、学生劳动读本、劳动萌主小程序等实
践成果，并率先发起成立全国大中小学劳
动教育联盟。

“学校教育的关键不仅仅是给孩子们
传授知识，还要鼓励他们有好奇心和求知
欲，点燃对学习的激情；勇敢地面对人生
和生活中的挫折、困难，永不言弃。”杨浪
浪解释，“好奇、勇敢、责任、荣耀”是学校
送给每一位孩子的礼物。

“好奇”是希望他们要对这个世界拥
有不竭的好奇心，不断去学习、去创新，去
探索宇宙，改造世界，服务社会，造福人
类。

“勇敢”是希望他们在探索未来过程

中遇到困难时，一定要有直面困难的勇
气，有想方设法解决困难和克服挫折的能
力。

“责任”则是对人生、对社会、对家庭、
对国家的责任担当。杨浪浪说，一个能守
住道德底线、自食其力的人就是一个成功
的人，也是学校为之感到荣耀的学生。

构建起“朋友圈”，与伙伴们在
教育路上携手前行

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全国三八红旗手获得者，近年来，
杨浪浪在教育科研上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主持国家级课题4项，主持省部级课题
10项，主持省部级重大科研项目1项，已
出版的主编著作6部，参编专著（教材）3
部，公开发表学术文章20余篇。

“一个人走得快，一群人才走得远。”
杨浪浪说。在带领团队加快自身发展的
同时，还要努力构建起“朋友圈”，与伙伴
们在教育路上携手前行。在她的带领下，
学校通过影子校长工程、教师“1+1”跟岗
研修、重庆市中小学教学领域高层次人才
示范引领项目等与全市38个区县108所
县级、乡村学校建立帮扶机制，促进城乡
共进，助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与此同时，该校还通过教育部领航工
程“杨浪浪校长工作室”，先后联合6省开
展校长培训，深度培训乡村学校校长20
余名，帮助巫溪县天元乡中心校、巫溪县
沙溪小学等10个边远区县学校协同发
展，改变了这些学校的落后面貌，一大批
乡村教师和学生从中受益。

杨浪浪：

让每个孩子都绽放生命的精彩
重庆日报记者 匡丽娜

范泽英（右一）和同事在勘察现场。 （受访者供图）

杨浪浪（左一）和孩子们。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