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台下大部分学生年龄比自己都大，讲台

上的我十分紧张，忐忑不安地讲完了人生中第

一堂课。”回忆起 40 年前自己初为人师的种种

不安，如今已担任吕梁市会校校长的刘晋平至

今难以忘怀。今年是吕梁市会校建校四十周

年，也是刘晋平进校第四十年。四十年来，刘晋

平与这所学校风雨同舟，同帆共济，他是这所学

校四十年发展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教育事业的执着者和钟情者

几孔窑洞、几位老师、两个班的学生，1980
年秋，吕梁市会计学校的前身吕梁地区会计学

校在场地借用、师资不足的条件下起步了，而刘

晋平是当时进校的第一位教师。

“场地是借用农校的，全是窑洞。教室又小

又暗，50个学生，相当拥挤，加上总停电，学生只

能自备蜡烛或煤油灯，一个自习下来两个鼻孔

都是黑。宿舍阴冷潮湿，遇刮风天窗响门响，老

鼠还成群窜门，影响师生休息。这还不算什么，

最难的还是师生的半工半教。师生上午上课，

下午还要跑上 1公里到工地参加学校建设。我

的鞋一月换一双，双手长满了茧，饿了啃干馒

头，渴了喝自来水，很苦。但是，为了新校园，我

们咬牙坚持着。”刘晋平回忆起当时的工作生活

情况，感慨万千。

那时，对于刘晋平来说，在家乡当一名老师

是很光荣的事，他说：“工作生活条件差点也没

关系，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没什么不开心的。当

时我干劲很足，意气风发。”刘晋平对教育事业

是有感情的。1980年秋，学校筹建组成员郭玉

清把刘晋平带到二班，郑重地宣布：“今天开始，

刘晋平老师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大家欢迎！”

听到这样的宣布，刘晋平原本就激动的心情再

次激动起来。他缓步走上用砖头砌成的讲台，

把双手托在一张已破旧的讲桌上，开启了他人

生中第一次正式讲课。

刘晋平是一个敢于挑战自我、突破自我的

人。由于当时学校专业老师非常缺乏，他主动

向学校提出跨专业讲课的请求，远赴江西财经

学院深造。学成回校后，年轻有为的他承担了

学校多门课程的讲授。从“基础会计”到“工业

会计”，再到“商业会计”，等等。最多的时候，他

曾讲过 7门专业课。

1985年，刘晋平迎来了事业生涯中第一个

荣誉——团地委表彰的优秀工作者。刘晋平回

忆说：“当时得到这个荣誉兴奋得睡不着觉，感

觉自己的工作受到了认可，非常开心。”1993年，

刘晋平编著出第一本校本教材《新编管理会

计》，之后陆续编著了《基础会计学》《商品流通

会计模拟实训》等多本校本教材，他编著的校本

教材是会校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另外，他还

编著了 10多本国家正式出版的会计专业教材。

在刘晋平事业不断丰收的同时，荣誉不断

降临在他身上。他先后荣获“山西省大中专学

生社会实践活动优秀组织者”“第一届山西省省

级学科带头人”等多项荣誉称号，2011年他所作

的《中职学校会计模拟实训存在的问题和改革

思路》获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优秀论文。

会校发展的建设者和见证者

1982年，吕梁地区会计学校唯一的一栋连

体的三层教学楼和六层宿舍楼落成，宿舍楼能

容纳 720 名学生。这一年，会校告别了农校的

窑洞，搬进了窗明几净的新学校，师生一片欢

呼。

刘晋平回忆说：“当时，就这个六层的宿舍

楼建筑就算是吕梁地区屈指可数的高楼了。那

会我们学校旁边还是一片河滩，没有几户居民，

整个离石也只是一个县城。”

刘晋平热爱会计教学，热爱他的学校，更眷

恋吕梁这块养育了他的热土。1988年，在省委

党校脱产学习两年后的他，按组织部门的安排

可以重新分配，也有机会到组织部、团地委工

作，甚至还可能到省城，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他

所钟爱的会计教育事业。

“干一行、爱一行，踏踏实实干事业”——这

是刘晋平少年时期就已经铭刻在心中的人生信

条。在他很小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常常教导他

要踏实干事，踏实为人。

2005年，刘晋平因业绩突出，被提拔为会校

的党支部副书记。从副书记到校长，走上领导

岗位的他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会校的改革发展做了很多工作，誓

把吕梁市会校建成全省一流财经类

学校。

刘晋平从体制机制入手，加强德

育教育，把德才兼备的优秀教师安排

在班主任的岗位上，提升学生整体素质。把促

进学生就业作为努力的方向，走出去，引进来，

与北京商鲲教育控股集团、达内教育集团等十

多家企业开展了校企合作，学校负责岗前培训，

并向用人单位输送毕业生，学生就业率达到

95%以上。在教学方面，加大了实习实训课时，

并开发精品课程。目前，会校已建起会计模拟

实习实训基地，与吕梁三发财税事务所联合办

起了实操基地，有效强化了企业、行政事业单

位、农村会计的实操能力，解决了就业最后一公

里问题，实现了零距离就业。他还引进了学生

半军事化管理，规范学生的行为纪律，培植学生

的意志品质和团队协作精神。

近年来，刘晋平担任校长后，会校先后获得

我市“身边的榜样优秀基层党组织”“市级文明

单位标兵”等多项荣誉，2017年被教育部确定为

“国防教育特色学校”，2018年首批入围“山西省

中职教育改革发展建设示范校”。

一路走来，刘晋平与吕梁市会校结伴同行，

从热爱教学到热爱学校，从热爱学校到建设学

校，刘晋平见证了会校四十年发展历程。就如

刘晋平所说：“四十年，我与学校共成长，看着一

批一批学子学有所成是我这一生最快乐的事。”

“我和学校共成长”
——记吕梁市会校校长刘晋平

□ 本报记者 穆佳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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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过去，我们国家四十年的风雨历程，虽

然路途艰辛，但是硕果累累。改革开放四十年

的发展,群众的生活实现了由贫穷到温饱,再到

整体小康的跨越式转变；中国社会实现了由封

闭、贫穷、落后和缺乏生机到开放、富强、文明和

充满活力的历史巨变。改革从城市到农村、从

东部到西部、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

展开，逐步深化。

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吕梁

的蓬勃发展，是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

要见证。回首吕梁的发展历程，也在讲述着属

于自己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是由贫困向小

康，经历着科技进步最快、社会变化最大、生活

方式变化最显著的一代人。

儿时的我，家庭生活困难，每天要步行很远

去上学，吃的是小米土豆，住的是窑洞土炕。穿

戴更是简单，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

年。工作成家后我住在县城，住房很小，家具也

少得可怜。在我小小的心目中，离石和太原非

常繁华向往，就像去上海北京那么遥远。闷热

的夏天，能够铺一张席子，扇着芭蕉扇，坐在外

面乘凉，就感到无比的幸福；冬天的夜晚，生火

烧煤做饭，正常不过。

进入八十年代中后期，计划经济的影子慢

慢淡去，市场经济的氛围逐渐浓厚，商店里的商

品逐渐丰盛，但依然是凭“票”购物，只不过这时

的“票”不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粮票、油票，而是

实实在在的钞票。

四十年前，我们最向往的老北京、大上海，

灯红酒绿，极尽繁华，但电灯、电话、楼上楼下，

对普通市民也是一种奢华的追求。连一台天津

产的“北京”牌电视机也是当时人们炫耀的一个

资本。骑上一辆“凤凰”牌自行车，要比现在开

着一辆宝马车还牛！不记得从哪一年开始，大

彩电、大冰箱、大住宅不再是人们神秘的话题。

电脑、小汽车、小别墅的个人所有越来越多，生

活水平每年都在提高，如今家电产品从无到有，

从短缺到普及的不断升级；各类副食，油盐酱

醋，鸡鸭鱼肉，应有尽有。农家乐、饭店、酒馆，

火锅小食，举目皆是。饮食行业繁荣昌盛。农

村乡镇也开设了一家家食品超市。食品物资品

种繁多，烟酒饮料、糖果糕点，饺子汤圆、调料香

料，乳品豆粉，货物新鲜，价廉物美，争相竞售。

农贸市场十分活跃，各类瓜果蔬菜，家禽海鲜，

精米精面，要啥有啥。这些都见证了祖国的飞

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从一个

侧面折射出改革开放这场波澜壮阔伟大实践的

历史进程。

现在，冬有暖气，不用挨冷受冻；夏有空调，

不再汗流浃背；“入地（地铁）上天(飞机）”，不再

是神话：“隐身（网络）亮相（视频）”，生活方式千

变万化，从当年骑自行车出门的美感，到如今驾

驶汽车，乘坐高铁飞机出行的平常；从飘洋过海

的环球旅行，到旷世缥缈的虚无网游。从朋友

聚会的卡拉 OK，到广场休闲的翩翩起舞。我们

这一辈，人生经历跨越了几千年、生活品质超过

了无数人！

四十年过去了，我有了自己想要的家，也

有了自己的房子。如今我儿孙绕膝，家庭幸

福。小时候梦想的电话已经过时，如今自行车

只是作为锻炼工具，收音机、黑白电视已经淘

汰。再看城市变化，交通枢纽将航空、高铁和

汽运完美结合，城市交通更加井然有序，轻轨、

地铁阡陌纵横，从临县到离石，去太原，逛北

京，游上海，再也不是儿时的遥远。这些变化，

惠及了每个普通市民。我是幸运的，因为我生

在了这个追梦的年代，并能将梦很快转化成了

现实。同时我有幸见证了历史的发展，人人都

会有梦想，但不是所有的梦想都能成真，身在

这个时代，我感觉很自豪，是时代的发展给了

我梦想成真的机会，是梦想推动了时代的发

展。人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梦想，现在

我依然有个梦，梦想着“收入倍增计划”逐步落

到实处，让所有中国人都圆了“住房梦”，住上

宽敞舒适的房子，生活变得更加美好，真正实

现“中国梦”。

我们这一辈，从童音朗朗到了白发苍苍，从

推铁环、跳皮筋到坐高铁游遍祖国秀美山川。

虽也辛劳，却也幸福！虽有苦衷，总还对得起人

生！特别是，我们还搭上了科技发展的末班车：

聊一聊微信，健康快乐每一天；逛一逛淘宝，新

奇物品送身边；出门打滴滴，专车接送自动付；

吃住有团购，物超所值，触手可及。

四十年来，与改革一路同行，变化每天都在

发生，幸福总是无处不在，也许是身边的一条

路，自家的一座房，也许是家里的一部电话，自

己的一辆车，改革开放的阳光总能照进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日子。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因改革

开放而强，国家近四十年的风雷激荡的雄浑篇

章，映照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给神州大地带

来巨变。一段一段旧貌换新颜的壮阔历程，一

个个史诗般的进步的发展奇迹，有力证明了习

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

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

活力之源，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让我们共同

书写新时代的中国奇迹。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是属于中国的，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们的国家必定

会更加富强，人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的美好！

我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一路走来，我将沿

着改革开放的路一直坚定地走下去！

踏着改革的脚步一路走来
□ 牛继林

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爱国情 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奋斗者

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壮丽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70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年 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奋斗新时代

本报讯 （记者 阮兴时 通讯
员 孙宝忠）端午节，吃粽子、挂香

囊、逛庙会……“卦山庙会可红火

了，每年一定要去逛一逛。”在交

城，逛卦山庙会已经成为当地市民

端午节不可缺少的一道传统文化

饕餮盛宴。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卦山庙

会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是“活着的

民俗”。它与我国传统节日端午节

巧合在一起，每年农历五月初五、

初六举行。庙会之期，四周城乡百

姓扶老携幼，纷至沓来，非常热闹，

构成一幅独特的民情风俗长卷。

各式各样的当地土特产，琳琅

满目的精美工艺品，端午逛庙会，

逛的是心情，赏的是民俗，感受的

是传统文化的魅力。游客凑在摊

位上选购几件物品，当作节日纪念

品。“瞧，这个五彩香囊做得多精

致。”在一位老大娘的摊位前，游客

对 五 彩 香 囊 的 制 作 精 美 赞 不 绝

口。在吕梁民间，有端午节系五彩

绳、挂五彩香囊的习俗，香囊中装

有多种芳香的中草药。很多游客

在逛庙会时会帮家人带几个精致

的香囊，一个小小香囊寄托着平安

美好的祝福。

卦山端午庙会的另一个独特

之处在于它的历史悠久。据史料

记载，卦山庙会大致产生在唐贞元

（公元 785—804）年间，以当时的佛

教华严法会、道场活动为雏形，明

代又有扩展，加入了以“昭济圣母

庙”活动为主的民俗内容，是地方

优良传统文化的荟萃和浓缩，对地

方民俗文化、伦理道德观念形成影

响很大。“真没想到啊，咱们市还有

这么多文化遗产！”市民小刘感慨，

逛庙会有了意外收获，“希望以后

多举办这样的活动，让我们能了解

更多的文化遗产，也让这些文化遗

产‘活’起来。”

逛卦山庙会，更是包含了对美

好生活的期许和祝愿。如今在交

城，卦山庙会已经成为了吸引人们

来此旅游的文化招牌，越来越多的

游人将卦山选定为端午节出游的

目的地。据统计，在端午节小长假

期间，交城县卦山、玄中寺、英雄广

场等主要景区共接待游客 85000
人，其中卦山接待 42000人，收入达

209180元。

交城县
文旅融合迎客来

本报讯 （记者 刘少伟 通讯员 朱
卫华 李志英 高海军）6月 13日，为了给

帮扶村的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扶贫工

作队员们带着理发师来到八堡乡马安

梁、地林山两个帮扶村对全体村民进行

了“脱贫帮扶忙、理发送清凉”义务理发

活动。

2019年为脱贫攻坚年，根据脱贫攻

坚任务安排，临县人武部定点帮扶八堡

乡马安梁、地林山两个行政村，夏季来

临，天气炎热干燥，通过扶贫工作队员

多次下乡深入贫困户走访调研，发现在

村居住的大部分为年龄较大、年老体

弱、行走不便贫困人员，由于距离较远，

连 基 本 的 理 发 服 务 都 不 能 及 时 享 受

到。针对这一情况，该部聘请专业理发

师来到家门口为村民们提供理发服务。

当天，在理发师的专业修剪下，每

个村民脸上露出了幸福灿烂的微笑，此

次活动共给帮扶村民理发 114 人，理发

后老百姓个个精神抖擞。通过活动，加

强了帮扶人员与贫困户的沟通交流，增

加了对脱贫攻坚的信心。老百姓都夸：

“军民鱼水一家亲、人武干部真贴心”。

军民鱼水情 真情扶真贫

临县人武部深入帮扶村开展“脱贫帮扶忙、理发送清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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