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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前　言

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是由共青团中央、教育

部共同组织实施的，从1998年开始组建、1999年开始派遣，采取自愿报

名、公开招募、定期轮换的“志愿加接力”方式，每年在全国部分重点

高校中招募一定数量、具备保送研究生资格、有奉献精神、身心健康的

应届本科毕业生或在读研究生，到国家中西部贫困地区中小学开展为期

一年的支教志愿服务，同时开展力所能及的扶贫服务。服务期满后，由

下一批志愿者接替其工作，形成“志愿加接力”的长效工作机制。研究

生支教团支教服务地覆盖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

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西部12个省（区、市）的贫困县

乡。开展活动的十余年间，促进了中西部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并通过支教团志愿者搭建了高校参与西部发展的桥梁，在实施人才强国

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

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截至2012年，已先后从全国91所高校公开招募派遣

了4997名取得保送研究生资格的应届高校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赴西部

贫困地区200多所中小学开展了为期一年的支教志愿服务。

四川师范大学作为西部地区规模最大的师范类院校，积极响应共

青团中央、教育部的号召，为促进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从2002年起，

已连续十一年未间断地参与这项活动。十一年来，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

支教团先后有54位志愿者通过层层选拔之后，赴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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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州茂县支教。其历届研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们不断继承和发扬“励

志笃行 止于至善”的师大精神，开拓创新，积极进取，为民族地区和

“5·12”汶川特大地震灾区的孩子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也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大学生不断加入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这

一行列。

2013年是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开展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

究生支教团志愿服务活动的第十五年，也是四川师范大学开展研究生支

教团志愿服务活动十一周年。为了重温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十余

年走过的历程，弘扬新时期狮山青年的理想与信念、执着与追求，本书

编委会将54位历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在支教生涯中的点点滴滴汇集成

册，奉献给读者。本书汇集了四川师范大学历届研究生支教团志愿者在

支教前后的理想和才华、经历与思考、收获与贡献、实践与感悟，借此

为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支教工作十一周年献礼，以感谢社会各界

对它的关怀和厚爱。

本书编委会

2013年5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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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浪细细跃岷江，垒石片片作古碉。

茂县因“茂湿山”而得名。这里的崇山

峻岭中居住着一个“云朵上的民族”——我

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茂县是我

国最大的羌族聚居地，全县现有羌族约10万

人。羌族为炎帝后裔，有着历史悠久的独有

的羌族文化。这里就是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

支教团的服务地。

第一章

风土茂县——心中的天堂



那
些
年
，

我
们
一
起
支
教
的
日
子

四
川
师
范
大
学
研
究
生
支
教
团
支
教
十
周
年
纪
念

002

云朵上的第二故乡——茂县

茂县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东南部，四周与北川、安县、

绵竹、什邡、彭州、汶川、理县、松潘等9县相邻，南北宽 94.8公里，

东西长116.5 公里，地理坐标北纬31°24�~32°17�、东经102°56�~104°10�，

幅员3885.6平方公里。茂县地处青藏高原向川西平原过渡地带，高山耸

峙、峰峦叠嶂、河谷深邃、悬崖壁立，北有岷山、南有龙门山、西有邛

崃山诸山脉，有“峭峰插汉多阴谷”之称。全县地势西北高、东南低，

山脉海拔多在4000米左右，西部最高峰万年雪峰海拔5230米，东部土门

河下游谷底海拔890米为境内最低点。

茂县部分地质地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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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内地质构

造复杂，大部分

属马尔康地质分

区，东南部的狭

小部分属龙门山

地质分区。岩层

主要由夹沙灰、

黑色页岩、砂板

岩、火成岩等构

成。土壤以暗棕壤、褐土、棕壤为主。茂县地处龙门山地震带，是全国

地震活跃地区之一。

岷江自北向南纵贯全境，黑水河、赤不苏河、松坪河分别在大小

两河口和叠溪镇汇入岷江。土门河从西向东纵贯土门全区，汇入涪江水

系。由于境内江河纵横，水流湍急，水能蕴藏量达127.5万千瓦，可开

发量39.8万千瓦，具有极大的开发潜能。

茂县部分地质地貌

岷江两岸风光

青山、碧水、蓝天、白云，风景如画，如在画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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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日山河丽，春风花草香”

山花烂漫的春天总是让人流连忘返，喜不自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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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县野生动植物

盛开的合欢，茂密的水杉，可爱的小熊猫，憨厚的扭角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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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县 气 候

具有干燥多风、

冬冷夏凉、昼夜

温差大、地区差

异 大 等 特 点 。

县 城 平 均 气 温

11.1℃，最低气

温-11.6℃，最高

气温32℃。年平

均日照数1557.1

小时；年降水量

490.7毫米，平均

蒸发量1375.7毫

米；无霜期215.8天。河谷与高山气温悬殊，春天高山冰雪未融，河谷

已是百花盛开。

茂县自然资源丰富，矿产资源有磷、锰、钒、钛、石膏、大理石

等。野生动植物种类繁多，主要草本植物有189种；优质树种有冷杉、

云杉、桦树等及珍稀树种岷江柏、银杏、红豆杉、合欢等56种；中药

材植物类184科、574种，分布总面积50多万亩，其中以虫草、天麻、贝

母等较著名；有兽类、鸟类野生动物41种、101属，其中大熊猫、小熊

猫、金丝猴、扭角羚、豹、毛冠鹿、盘羊、红腹角雉等属国家重点保护

的珍稀动物。

茂县已发现不同时代的古人类生活、居住过的部落文化遗址多处，

最著名的是营盘山遗址。岷江上游地区是古代一些民族迁徙往来的走

廊，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岷江上游和杂谷脑河沿岸，陆续发现了许多新

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近来又在茂县等地发现和出土了完整的彩陶等器

物，它们与陇西、陇南的马家窖文化类型的器物相似。据茂县发掘的出

土文物考证，羌人的先民在秦汉时就已居住、生息在这块土地上，并已

由游牧转为定居生活。

茂县营盘山遗址外景

茂县营盘山遗址距今5000~5500年，是岷江上游地区新

石器时代的规模最大、出土遗存最丰富的一处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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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茂县

茂县因“茂湿山”而得名。这里的崇山峻岭中居住着一个“云朵上

的民族”——我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茂县是我国最大的羌

族聚居地，全县现有羌族约10万人，占全县人口的90%，占全国羌族总

人口的30.5%。羌族为炎帝后裔，有着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文化。

印象茂县

茂县民众的日常服饰、建筑风格、歌舞习俗等反映了茂县独具民族特

色的羌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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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建筑到服饰，从宗教到歌舞都有原生态的远古痕迹：神奇的黑虎

“邛笼”古碉、激越的莎朗、婆娑的羌红、醇美的咂酒、神秘的祭祀、

苍凉的羌笛、悠扬的口弦、充满吉祥的婚俗、趣味的体育活动和悲壮的

丧葬，在羌乡的每一个角落都飘荡着自然的生命激情。羌族“释比”文

化和远古铠甲舞正在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羌族每一年还有大型的

“歌节”“祭山会”“议话坪”“瓦尔俄足节”等活动。这里的人民热

情好客、淳朴善良。

茂县历史悠久，山川秀丽，有众多迷人的风景名胜。有唐代摩崖石

刻“点将台”；有建于1886年造型古朴美观的三元桥；有世界上保存最

完整的地震遗迹之一的蚕陵重镇遗址。独特的人文景观和特殊自然条件

下形成的奇异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叠溪海子的湖光山色，水波湛蓝、林

山幽深、山峦叠翠的松坪沟群海，叠溪地震遗址，山水相连、花草争艳

的九顶山，古老雄壮的碉楼古迹，别具一格的黑虎羌寨等雄奇秀丽景色

都是有极大开发价值的旅游资源。九顶山、松坪沟 、叠溪地震遗址、营

盘山文化遗址、黑虎羌寨现已开发。羌族民俗风情探奇，古寨、栈道、

碉楼古迹以及土地岭森林公园等可供中外游客观赏游乐、休闲度假。

茂县自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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