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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塞上铸师魂

———记全国教学名师田军仓教授 / 001

力量源于责任，精神贵在坚忍；勤奋铸就精品，务实方能求真。他
这样的坚定和淡定，成就了他的卓越，也成就了他的风雨峥嵘！

勤积跬步致千里

———记国家级教学名师王玉炯教授 / 008

情系塞上·零的突破·献身教改·敬业乐群

扎根地方 默默奉献

———记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院长牛阳 / 016

对行政工作不揽权，充分信任不猜疑，尊敬理解不推过，有了成绩
不争功。

用爱心和责任书写奉献人生

———记宁夏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冯永琴 / 021

当你有一天，有决定单位事业发展的决策能力时，一定要把群众、
职工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要注意堂堂正正地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事。

许身职教终不悔 孜孜奉献乐心田

———记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冷晓红教授 / 029

作为专业带头人，她带领教学团队，根据宁夏及周边地区生物技术
领域发展的现状，提出了“项目导向、学训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构
建建了基于工作过程的课程体系，并进行了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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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志教育事业 追求精彩人生

———记宁夏六盘山高级中学校长金存钰 / 035

工作中恪守师德， 廉洁奉公，作风民主，注重以人格魅力带动和
影响师生。关注教育教学改革信息，经常研读教育经典著作和现代学校
管理理念书籍， 能用先进的教育改革理念引领学校工作，运用现代化
的管理模式和手段进行学校管理。

身正学高 为人师表

———记宁夏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艺术系教授王瑞年 / 043

从教三十多年来，王瑞年硕果累累，成绩斐然，除了先后多次被评
为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教学之余他创作歌曲作品 160多首，他的作
品屡获全国大奖。

改革创新描绘蓝图 丹心谱写职教新篇

———记西北外事中专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陈光华 / 050

他，一位普通的党员，一个满怀教育热情的职业教育工作者，一个
能以人的尊严为首的管理者，一个深熟水性的弄潮者，能深化中职教育
改革，撑好帆，掌好舵，长风破浪，取得辉煌业绩，确实是一位可敬可亲
的好校长！

青春在神圣的讲坛上闪光

———记灵武一中教育教学模范苏银涛 / 059

“我眷恋生我养我的故乡，故乡的孩子也需要我”。正是这样的信
念，使他坚守着自己的诺言。

春风化雨育桃李

———记银川九中化学高级教师王栓林 / 069

他为人淳朴热情，工作勤奋扎实，做事极有耐心。学校是他的舞
台，工作是他的生命，学生是他的至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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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回乡教坛

———记吴忠高级中学教师何少荣 / 078

一根赤诚笔，两袖清苦风，三尺小讲台，占尽年华青春；十年树一
木，一生育新人，半块黑土地，培出姹紫嫣红！

这辈子只想做一个好老师

———记西吉中学高级教师张玉龙 / 087

选择了当教师，我无怨无悔。因为我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谋福利的职
业，我是为千千万万的人劳动的，我的幸福也是属于千千万万的人的，
我将永远愉快地坚守在教育教学第一线。

为提高学校教育教学水平执着追求

———记宁夏隆德中学党总支书记、校长何云 / 094

何云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全体教师会上，就提出了“学校即家”的概
念，他希望生活在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珍惜这种缘分，团结、
和谐，拧成一股绳，抱成一个团，齐心协力，出色地工作，高质量地
生活。

一颗丹心献教育

———记中卫市第一中学校长陈少峰 / 102

陈少峰校长以奉献、求真、创新的精神完成着一个教育工作者的使
命，履行着一名校长的责任，执着地追求着一个校长的人生价值，把一
颗丹心献给了中卫的教育事业。

杞乡杏坛的耕耘者

———记自治区优秀教师、中宁中学教师张跃胜 / 110

像小草绿满大地，默默无闻；似大树扎根高山，坚忍不拔。正是这
无数的小草，奠定了科教兴国的第一块基石；正是这参天的大树，撑起
了办好教育为人民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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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

———记海原县第一中学校长韩建军 / 118

韩校长经常勉励教师：一所好学校的价值不仅在于能把好学生培养
成才，更在于能把所有学生培养成人。

朝朝暮暮育桃李 岁岁年年唤春风

———记银川十四中副校长赵建华 / 126

我不管你们来自哪所学校，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过去的成绩如
何，我都爱你们，我将始终如一的关注你们每一个人，你们的进步就是
我的骄傲。

无私奉献铸师德 默默耕耘谱师篇

———记银川三中教师王燕 / 137

“作为老师就应该把自己的胸怀向学生敞开，才能打开学生的心灵
之门，应该给予学生一份朴实的真爱之心，从而才能教育、塑造他们。”

平凡的岗位 不凡的追求

———记自治区优秀教师、惠农中学教师康保民 / 147

三尺讲台勤耕耘，一腔热血写忠诚。凭着对党的教育事业的无限忠
诚和不懈追求，在远离市区的厂矿学校，康保民老师无怨无悔、潜心钻
研，一干就是十四年，用自己的真心对待每一位学生，用自己的忠心谱
写了美丽的人生。

执着追求办教育 一片丹心绘蓝图

———记吴忠市红寺堡区回民中学校长吴风虎 / 156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一生献
身于教育事业的真实写照，也是吴风虎同志在教育战线上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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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心一片终不悔 只为桃李竞相开

———记自治区级骨干教师、盐池县高级中学特级教师徐彦才 / 164

从自己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教育成为一种习惯，使自己变得充实
而又快乐，让自己成为“学生最喜爱、家长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会
最敬重”的教师！

诗心教育的尝试者

———泾源县第一中学先进模范教师赵徐洲侧记 / 174

诗心教育不在于提出或证明一种什么理论或模式，而在于其实践性
和行动性，在于师生的有德性的生活状态和学习方式，并以之改善师生
的品格。

粉尘岁月多苦寒 讲台生涯终无悔

———记同心县第二中学教师马芳 / 184

她心中始终铭记着这样一句话：“做学生生活中的母亲，错误中的
大夫，交往中的挚友。”

心倾狼皮梁 情注吊庄娃

———记灵武市狼皮子梁学校校长王新 / 192

作为教师，敬业爱岗是一种境界，意味着无私奉献，是时代与社
会的需要。老师奉献的只是个体的爱，获得的将是学生与社会群体的
爱。

汗水铺就成功路 爱心浇灌育人花

———记石嘴山市第十二小学教师仲桂玲 / 202

爱无价，情永恒，为了教育的最高境界，为了学生的发展、为了教
师的发展、为了学校的发展，仲老师用自己的爱、自己的情，永远在教
育路上跋涉着、耕耘着、探索着、追求着……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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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青春和信念谱就生命之歌

———记石嘴山市胜利学校高级教师刘希 / 210

对教学，她精心；对学生，她热心；对青年教师和中层领导干部的
传帮带，她尽心。她深深地懂得，搞好教育事业，只靠自己一个人的努
力是远远不够的。

万绿丛中一抹红

———记吴忠市盛元小学教师王红 / 219

她自己说她是一名快乐的教师。和孩子一同学习，享受文本的美
丽，享受孩子的童真，享受学习的快乐，享受工作的乐趣。

六盘山下育桃李

———记泾源县六盘山镇二小教师程全业 / 227

他用自己的一生将 “三尺讲台，三寸舌，三寸笔，三千桃李；十
年树木，十载风，十载雨，十万栋梁”的格言谱写的淋漓尽致。

心系特奥 谱写青春乐章

———记石嘴山市特殊教育学校特奥教练宋丽娜 / 234

看着家长脸上洋溢的自豪、欣慰与满足，宋丽娜老师真正体会到了
特奥不仅给了孩子一份自信，给了家长一份喜悦，更拯救了一个家庭。

爱心化雨育春苗 率先垂范树榜样

———记贺兰县幼儿园园长孙锦萍 / 244

面对美丽的幼儿园、面对可亲可敬的老师、面对健康活泼的孩子
们、面对无比灿烂美好的明天，她像蜡烛默默地燃烧着自己。

后记 /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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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军仓简介

情系塞上铸师魂
———记全国教学名师田军仓教授

田军仓，男，现为宁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宁夏大学副校级调

研员兼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院长，宁夏节水灌溉与水资源调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主任，水利水电工程自治区重点学科、博士点和“211工程”

重点学科带头人。他所主持完成的“宁夏干旱地区节水灌溉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本人先后获得何梁何

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宁夏回族自治区科学技术杰出贡献奖、“宁

夏首届十大新闻人物”“宁夏 50年影响力人物”、 第五届高等学校教

学名师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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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9 月 9 日，胡锦

涛、温家宝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第

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颁奖

大会。在表彰大会上宁夏大学

田军仓教授获得殊荣，他上台

领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亲切接见。

田军仓教授现为宁夏大学

教授，博士生导师，宁夏大学

副校级调研员兼土木与水利工

程学院院长，宁夏节水灌溉与

水资源调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水利水电工程自治区重

点学科、博士点和“211工程”重点学科带头人。他忠诚党的教育事业，20

多年扎根宁夏，无私奉献，始终奋战在科技创新、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第

一线，为宁夏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和科技事业呕心沥血，教育、教学和科

研成效显著，是位德才兼备、教学和科研成果累累的优秀教师。

■ 强化教学质量，培养高层次人才

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的生命线。为了使人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

需求，他主持申报成功了宁夏大学三个本科专业和一个专科专业，大胆进

行教学改革，使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招生和就业保持了比较好的局面；为

了提高教学质量，他在全校率先提出了“按大类招生，一、二年级按大类

授课，三、四年级按专业培养”的培养模式，制定人才培养计划，修订教

学大纲，完善和规范了各项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以很好地适应社会人才结

田军仓教授在宁夏大学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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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军仓教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国家教学名师奖

构的变化；为了鼓励教师多出成果，强化目标管理，他制定和签订了各级

职称目标管理任务书，明确教职工岗位职责，制定教学酬金分配办法，体

现“优劳优酬”的原则，激励教师教学积极性；为了培养青年教师，他强化

了硕士生导师管理，实行了青年教师导师制，每学期举办一次新知识培训

班，每年举办一次多媒体课件竞赛。

田军仓教授非常注重重大教改项目研究，树立先进的教改理念，将课改

和教改结合。他认为教改是战略问题，课改是战术问题，应将二者结合。通

过完成“土建水利类专业群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及科技创新机制的改革与实

践”重大教改项目，为学院建立了七种教改理念；提出和建立了土建水利类

专业群创新人才培养的四个模式与机制，即“2 ＋ 2”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产

学研结合和本硕博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本硕博士生导师制结合与完全学

分制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和团队保障模式；注重过程和环节培养的四个体系保

障模式，提出了体现学分制培养目标和管理特点的土建水利类专业群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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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方案，提出了土建水利类专业群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亮点营造的

方法。通过实践，自 2005年以来，土建水利类学生就业明显好转，连续五

年就业率在宁夏大学名列前三位，土建水利类专业群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得

到社会认可，为宁夏科教兴区提供了人才支撑，发挥了人才的引领作用。

除了抓好学院教学改革和管理外，他坚持教书育人，先后主讲本科课

程 9门，指导本科毕业设计学生 152多名，作为硕士生导师和博士生导师，

先后主讲研究生课程 4门，培养硕士生和博士生 42名，获得自治区教学成

果一等奖 1项和三等奖 1项，校级教学成果一、二、三等奖各 1项，申报

成功自治区《农田水利学》重点课程 1门和精品课程 1门，主编和参编教

材 3部，教学质量得到学生和社会的称赞。他带领和团结全院教师，为社

会培养了大批水利、交通和土木工程的专业技术人才，为宁夏高等教育的

发展和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

田军仓教授在宁夏银川八里桥万间温室指导研究生进行温室滴灌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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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抓学科建设，博士点实现突破

作为院长，他把学院的学

科和师资作为重中之重进行建

设。他认为，学科建设是龙

头，教学、科研是主体，条

件、环境是基础，管理机制是

关键，人才资源是核心。人才

直接发挥作用的要素是学科建

设、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

体现学院水平的标志也是学科

建设、教学、科研和社会服

务。因此，在师资队伍建设

中，他把学科建设、教学、科

研、社会服务与队伍建设五个

方面紧密结合，创新机制和制

度，“五位一体”综合协调，

取得了明显效果。他用感情挽留高层次人才，鼓励教师攻读研究生深造，

使硕士和博士教师比例达到 73%，在国内外选聘“兼职教授”到学院进行

讲学或开设讲座，共同指导研究生和开展科学研究，为学科建设作出了一

些高质量的论文和专著，还为申报博士点打下了基础。为了增加学院知名

度，他想方设法开门办学，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来院进行学术交流，先后

有国内著名大学的 8位知名教授，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等 7位

著名专家来院作学术报告，还与华中科技大学和山东大学的 4个学院建成

了友好学院，承办了一次全国水利学教学研讨会和两次自治区学会的学术

报告会。为了提高学科学研究手段，他与班子成员整合了原来两个系的多

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建国接见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田军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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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验室为9个专业实验室，与其他教师一起于 2005年申报成功“西北退化

生态系统恢复与重建”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于 2008年申报成功

“宁夏节水灌溉与水资源调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于 2008年申报了 “旱

区现代农业水资源高效利用工程研究中心”。为了增加重点学科、硕士点和

博士点的申报成功率，他依据已有的科研积累、教师兴趣、学科范围整合

了学科研究方向和师资梯队，要求每位教师要置身于一个研究方向之中，

几个教师搞一个方向，经过努力，形成了学科优势和特色。功夫不负有心

人，在他的带领和努力下，短短几年，使学院的硕士点由 1个增加到 4个，

博士点从无到有，本科专业由 6个增加到 7个。2006年 1月，他作为学科

带头人的团队申报成功“水利水电工程学科”博士点，实现了宁夏理工科

博士点零的突破，使宁夏水利学科整体水平提升，实现了学科跨越式发展。

同时，在申报成功宁夏第一个工科“水利水电工程”自治区重点学科的基

础上，通过形成优势和特色，使学校批准“节水灌溉与水资源调控”学科

群，成为宁夏大学五个申报国家“211工程”立项重点建设的学科之一，并

申报了水利水电工程国家重点学科。

■ 钻研节水灌溉，成果惠及“三农”

田军仓教授始终围绕制约宁夏社会经济发展的瓶颈———水资源短缺问

题，从事节水灌溉和水资源高效利用研究工作。他认为，对工科来说，不

能只写写论文，而要将文章做到大地上。他的足迹遍布宁夏山川，汗洒宁

夏大地，风餐露宿，废寝忘食，吃苦精神和钻研精神无不令人称赞。多年

来他主持完成国家级和省部级课题 10多项，提出了干旱寒冷地区节水灌溉

的关键理论和技术体系，发明了微灌用高含沙水净化的排渗（非全流） 过

滤方法与装置以及高速公路绿化滴灌技术专利，提出了宁夏山川农业水资

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体系以及小流域水土保持工程措施配置模式，研究

成果大面积推广应用，增收节支 4.6亿元，并获得多项国家和自治区科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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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瓜试验示范基地指导博士生
进行压砂瓜小管出流试验

步奖，国家专利 4项，发表论文 60多篇，出版专著 1部。

2005年他主持完成的“宁夏引黄灌区水稻节水灌溉优化配水技术研究”

和“温室蔬菜滴灌技术研究与示范”两项科研成果分别获得自治区科技进

步一等奖和二等奖，这两项课题累计推广水稻节水灌溉面积 70多万亩、温

室滴灌面积 10多万亩，促进了引黄灌区大幅度节水和优质水稻产业化，温

室蔬菜产业化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累计增收节支 2.4亿元。2006年他

主持完成的“宁夏干旱地区节水灌溉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科研成果，获

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实现了宁夏大学近五十年来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

也是由宁夏本地单位和科技人员主持获得的第二个国家科技进步奖。2006

年 11月 15日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创新奖，实现了自该奖设立

十三年以来宁夏在该奖项上零的突破。2008年 12月 15日他获得宁夏科学

技术杰出贡献奖，实现了宁夏大学在该荣誉上零的突破。

同时，田军仓教授于 2006年获得“宁夏首届十大新闻人物”，于 2008年

获得“宁夏 50年影响力人物”等荣誉。由于他科研上的突出贡献，不仅为宁

夏大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有力支撑，而且为重点学科建设

和社会服务提供了强有力支撑。

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田军仓教授告诉我们，力量源于责任，精神

贵在坚忍；勤奋铸就精

品，务实方能求真。他这

样的坚定和淡定，成就了

他的卓越，也成就了他的

风雨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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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炯简介

勤积跬步致千里
———记国家级教学名师王玉炯教授

王玉炯，男，出生于 1972年，现任宁夏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西部特色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兼

职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荣获

宁夏“十大杰出青年”、全国模范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教育部

“跨世纪优秀人才”、第二届“国家级教学名师”等荣誉，是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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