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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真情··

庄冠杰：孜孜不倦育桃李
■ 庄冠杰 口述

本报记者 汪国梁 整理

我是一名普通的退役士兵，也是一名体
育特级教师。扎根基层体育教学工作 27 年，
如同一场人生的马拉松。我曾带领校体操队
获县区四连冠，也曾创下带领校运动队击败
城市运动联队的奇迹， 在成就学生的同时，
也成就了自我。

1993 年 12 月，22 岁的我从原济南军区
某师红军团退伍，由组织分配至灵璧县实验
小学工作。 初到学校，组织安排我做一名电
教员。 1994 年 5 月，灵璧县教育局组织首届
全县广播体操大赛。 学校考虑我是军人出
身，对队列有一定研究，临时抽调我到体育
组帮忙。没想到，这一去，我就和体育教学结
下了终生之缘。

出门看队列，进门看内务。我所服役的部
队，是军区闻名的一只铁拳，训练有素，龙腾
虎跃，并以队列见长。 由退役士兵当教师，训
练对象是小学生， 孩子们能接受部队训练的
那套方法吗？ 带着几分踌躇，我与校体操队的
队员们见了第一面。 当我以标准的跑步动作，
立定在队伍前， 用带有少许生涩但洪亮有力
的普通话将自己介绍完毕后， 热烈的掌声瞬
间从队列里爆发出来。 军人的虎气让小队员
们兴奋不已，当天训练的效果特别好。

以后数月的时间里，我与体操队队员们
拧成一股绳，从早到晚，摸爬滚打。到了比赛
那天，伴随着响亮的口令，学校体操队以整
齐划一的跑步动作入场。原本嘈杂沸腾的比
赛场，忽然间静了下来。 当孩子们踢着标准
的正步，成体操队形散开，瞬间，会场爆发出
热烈的掌声……现场 7 个评委有 5 个评委
亮出了比赛以来的最高分，学校广播体操队
以绝对优势获得全县第一名。 我也由此“一
战成名”。 捧回奖杯的第二天， 校长找我谈
话，建议我改行做体育教师。没有迟疑，我当
场答应了校长的要求。

如何做一名专业合格的体育教师呢？ 光
靠队列训练这个专长，是站不住脚的。 我报名

参加体育专业函授班学习。 函授点距灵璧县
城有 200多公里远， 课程全部安排在寒暑假
和周六。 此后几年，我经常在两所城市之间来
回奔波，无论炎炎酷暑还是冰天雪地，未曾缺
过一节课，没有漏过一次作业，以优异成绩顺
利学完全部课程，并参加自学考试，先后取得
专科、本科学历和体育教育学士学位，为做好
体育教学工作打下坚实基础。

我深知体育教师是体育工作的组织者
与执行者。 我坚持每天和学生一起训练，一
起做动作。 冬天寒风刺骨，夏天烈日炎炎，
风天满脸土，雨天一身泥。 长期风吹日晒，
我患了日光过敏症， 皮肤见阳光就疼痒难
忍。 平时超负荷的工作，让我得了严重的椎
间盘突出症。 痛苦不堪时， 我也曾想过放
弃。 可每当望着同学们期待、热切的目光，
我都强忍着疾病的折磨， 坚持在体育教学
的第一线， 让孩子们度过愉快的 40 分钟，
收获健康、成功。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些年来，我所训
练的运动队曾获省第一届体育大会小学组
团体第二名， 舞蹈队获宿州团体比赛第一
名。我个人也获得第六届全国中小学体育课
评选大赛二等奖、省基础教育教学优质课评
选一等奖等荣誉。

多年的体育教师职业生涯，虽然让我经
历许多艰辛，但也由此获得更多的幸福和快
乐。 在孜孜不倦的育才之路上，我将始终牢
记军人本色，坚守党的教育阵地，为自己、也
为孩子们的人生梦想注入激情、 注入动力、
注入希望。

（本栏目面向社会公开征文，来稿可发
送至电子邮箱：ahwdtygs@163.com）

心怀阳光的盲人医师
■ 本报记者 殷骁

日前，在阜阳市“争做最美奋斗者·建功
阜阳新时代”演讲比赛中，该市盲协副主席、
盲人医师李冰心的讲述内容感人，荣获二等
奖。 “‘传递光明，奋斗不息’不仅是演讲题
目，也是我的人生写照。 ”李冰心告诉记者。

27 岁的李冰心出生在阜阳市一个普通
家庭。 3 岁那年，妈妈无意中发现小冰心的
视力有问题，哪怕物体近在咫尺，她也经常
看不清楚。 经过检查，李冰心的双眼视力分
别不到 0.2 和 0.1，最终被确诊为“视网膜色
素变性”。这是一种罕见眼病，全球发病率仅
十万分之一，至今无法攻克。得病后，患者将
彻底失去光感而致盲。

从此，李冰心的视力每况愈下。小学时，
她得逐字看书做题。考试时得用几根手指前
后左右按住一个题目或某个字的旁边，视线
再跟着手指移动才保证不漏题。 五年级时，
她已完全失明。 初二时，李冰心克服重重困
难，通过“代读代写”方式通过会考，最终考
取青岛盲校继续读高中。 在青岛盲校，李冰
心自理能力显著提高。 放假时，她能够独自
买票乘火车回家。 通过高考，李冰心以优异
成绩考取北京联合大学针灸推拿专业。

在大学，李冰心延续了刻苦钻研的精神，
以触摸人体模型和骨骼的办法默记穴位。 练

习下针时，她除了在模型上练，更多的是扎在
了自己身上。 “扎针会疼，也会胀、酸、麻。那些
年那些滋味我尝了无数遍。 ” 李冰心告诉记
者。 实习期间，医院离学校有近 7 公里路程，
李冰心每天拄着盲杖坐地铁，风雨无阻。

2017 年，李冰心大学毕业，成为阜阳市
第三人民医院一名针灸科医生。在该市卫健
委、市残联的帮助下，她于 2018 年通过国家
执业医师考试，2019 年取得医师执业证书，
成为我省首位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考试并取
得医师执业证书的盲人。 每次诊疗，李冰心
都十分认真。 传统中医讲究“望闻问切”，失
明的李冰心如何“望”呢？ 这难不倒她，她让
患者用手机拍下舌苔照片， 再告诉她颜色，
以此判断病情。 诊断后，李冰心通过读屏软
件在电脑上整理病案。 现在，已有不少患者
慕名找她看病。

工作之余， 李冰心成为一名志愿者，经
常去敬老院为老人们把脉、推拿。 近年来，她
还力所能及地开展盲用计算机培训、盲文推
广等，取得了较好成效。 “失明并不可怕，可
怕的是内心看不见阳光。 只要心怀希望，人
生就不会彷徨！ ”李冰心说。

■ 本报记者 贾克帅

把爱心推及他人

说到稀有血型志愿者服务队，在
马鞍山志愿服务圈子里算小有名气。
他们身上流淌着 Rh 阴性血 （因该血
型稀有，俗称“熊猫血”），使许多人对
这支队伍充满了好奇。

“‘熊猫血’非常稀有 ，我们有这
样的血型，是不幸也是幸运。 不幸的
是我们生命危急需要输血时，找到匹
配的血源要费周折，幸运的是我们的
稀有血型让我们有机会帮助他人。 ”
近日，56 岁的稀有血型志愿者服务队
首任队长王光龙告诉记者，他得知自
己的血型是稀有血型还要从许多年
前一场大病说起 。 那时由于要做手
术，医生给他化验血液后，郑重地告
诉他血型为 Rh 阴性 B 型血， 是稀有
血型，手术中若要输血恐怕难以找到
合适的血源。 无奈之下，医院只得在
手术前一段时间，先行在王光龙身上
抽取部分他自己的血液储存起来以
备后用。

“从那时起，我就有了献血念头，
想到能救助和自己一样血型的人。 ”
王光龙说，那以后每次接到血站应急
求血电话，他几乎都有求必应 ，也是
借此契机，他加入了马鞍山市无偿献
血志愿者协会，“发现协会里有一些
献血者也是‘熊猫血’，大家有了一个
小群体，感觉不孤独了。 ”

实际上 ， 许多像王光龙这样具
有 Rh 阴性血型的人都是通过献血
才得知自己属于稀有血型 。 他们基
本都成了马鞍山市无偿献血志愿者
协会中的志愿者。 “协会给他们提供
了一个平台， 关键时候可以互救互
助， 后来在红十字会和协会的支持
下，依托协会组成志愿服务队 。 ”马
鞍山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党支部
书记徐曲明介绍。2001 年，该市红十
字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稀有血型志
愿者服务队成立 ， 王光龙出任首任
队长。 “起初我们主要是抱团取暖 ，
群体内互相帮助，组成服务队后 ，协
会和红十字会给我们进行志愿服务

培训，开展活动 ，有利于帮助更多需
要‘熊猫血’的人。 ”
据统计，多年来，该稀有血型志愿

者服务队队员们约 1000 多人次献
血，累计献血约 20 万毫升，救助各类
急重症患者 400 多人。 去年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 该服务队 50 多位志愿者
报名参加支援湖北献血预约登记。

挽救生命于危急

今年 3 月 6 日上午 7 点半，稀有
血型志愿者服务队的胡军、 张万友、
许彤、霍培莉 4 人组成的救援小分队
在现任队长许彤带领下，早早地在该
市采供血大厦集合完毕。 他们要紧急
驰援南京，救助一位急需“熊猫血”的
病患。 原来，在 3 月 4 日晚，志愿服务
队获悉，一位在南京第一医院需要心
脏手术的患者的血型属于 Rh 阴性 A
型血，需要备血 600 毫升。 3 月 5 日上
午， 经过和马鞍山市中心血站沟通
后，许彤在稀有血型服务队微信群内
发布公告， 很快得到了 Rh 阴性 A 型
血志愿者的积极回应。 仅仅 15 分钟，
一支 4 人救援小分队组建完毕。 6 日
上午，小分队驱车一个多小时准时赶
到南京夫子庙献血屋。 跨越宁马两地
的“热血救助通道”就此开辟，患者家
属专门送上锦旗以表感谢。

这并不是志愿者们第一次异地
应急救援了。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往哪里去，
用我们的血液救人性命，值！ ”在和队
员们交谈中，记者了解到 ，他们当中
的大多数常年坚持参与志愿服务，言
谈中充满了作为志愿者的自豪感。

由于血型的特殊性，他们参与志
愿服务的方式与普通献血者不同。

许彤曾多次组织奔赴外省市为
稀有血型危重患者无偿献血和捐献
血小板。 他向记者解释，Rh 阴性血型
人群稀少，一旦有需求 ，血源调配棘
手， 同时有血源需要的病患也不多，
如果提前采血长期储存在血站，时间
太久血源质量难以保证，最好的办法
就是应急救援，遇有需求赶到现场采
血。 “所以每一个队员都是活血库，随
时准备应急驰援各地。 ”许彤说。

应急救援，最令“熊猫血”志愿者
们难以忘怀的是千里驰援上海。

去年 6 月 26 日傍晚 6 点， 市无
偿献血志愿者协会接到市红十字会
电话：“枞阳县某患者因 90%的重度
烧伤， 在上海长海医院 ICU 病房治
疗 ， 手术急需大量 O 型 Rh 阴性血
液！”时间紧急，稀有血型志愿者服务
队立刻发布信息，虽然正值疫情防控
期间，但不到一天的时间，志愿者们
克服困难，组建了一支 10 人的“献血
突击队”。 其中志愿者叶绪玲是从外
地提前赶回马鞍山的，胡中林是在出
差途中得知情况后经单位领导特予
协调批假的…… 28 日 ， “献血突击
队”冒雨驱车近 5 个小时，抵达上海。
值得庆幸的是 ，10 名队员全部检验
合格！ 总共捐献了 3000 毫升血液以
及两个治疗量的血小板。 献血结束，
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踏上归途，当晚 7
点安全返回，12 个小时奔波近千里。

“熊猫血”志愿者们每一次献血
救援都是为他人树立榜样。 许彤举例
介绍，2015 年， 服务队队员奔赴芜湖
应急救援一位马鞍山籍的高龄病患，
病人的女儿名叫夏同梅，其血型也是
Rh 阴性血型， 但是由于当时她体重
太轻不能给父亲输血，所以紧急联系
到志愿者，解了她和老父亲的燃眉之
急。 “从那以后她一直关注我们，后来
她在身体状况允许献血后，也加入了
我们队伍。 ”许彤说。

探索建立服务新机制

“关键时候大家都能顶上 ，同时
协会和市红十字会做了大量幕后工
作，准备车辆、协调联络，为应急救援
提供了保障。 ”较早加入服务队的叶
东华说。 他的血型是 Rh 阴性 AB 血
型。 除了献血以外，他还是全省首例
稀有血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 他介
绍，稀有血型志愿服务队中许多人都
有意愿捐献造血干细胞，只是需要等
待配型成功。

“我们采取市红十字会、 中心血
站、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以及志愿者
所在单位四方共建模式， 全方位、全
天候、全流程为献血者和造干捐献者

服务，尤其是为跨地区应急救援献血
提供保障。 ”马鞍山市红十字会专职
副会长方必来说。

“熊猫血 ”志愿者队伍多年来的
变化，叶东华看在眼里。 稀有血型志
愿服务队成立后， 开通了微信群、QQ
群等联络平台， 建立了拓展基地，并
且通过定期的团建等活动，队伍紧密
性和集体荣誉感增强，大家的献血积
极性自然提高了。 叶东华觉得：“更重
要的是公益理念在悄悄变化，以前只
是献血，现在扩展到三献：献血、捐献
造干和遗体器官；以前只是作为普通
的献血者，现在不仅是志愿者还是带
动者。 ”

不仅如此 ， 马鞍山市红十字会
和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以及市中心
血站携手努力 ， 多年来坚持对所有
参加无偿献血的献血者进行稀有血
型筛查 ，近 20 年来 ，累计筛查出约
530 位稀有血型献血者，如今能联络
上的约 280 人左右 。 为了加强稀有
血型献血者之间的沟通 ， 形成互助
互爱的氛围 ， 马鞍山市中心血站连
续举办了 8 届稀有血型献血者大型
联谊会 ， 这使马鞍山本市内稀有血
型临床用血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也
为稀有血型志愿服务队的壮大发展
提供了条件。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 ，拯救不
可重来的生命。 ”这是“熊猫血”志愿
者们的心得。 近年来，随着马鞍山市
稀有血型志愿者服务队影响力逐步
扩大，“熊猫血”志愿者不单是随时待
命的“救火队员”，还是无偿献血的公
益宣传员。 一顶蓝色帽、一件红色夹
克衫，还有印有熊猫标识的队徽和队
旗，这些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志愿者的
显著标志。 每逢学雷锋月和周末、节
假日等日子，在各大广场 、公园经常
出现他们的身影。 “我们分为四个小
分队，除献血外，还制作了宣传材料，
平时进行街头宣传，吸纳更多的人加
入无偿献血的队伍。 ”许彤说。

如今，这支稀有血型志愿者服务
队已有队员 150 余人，队员们来自该
市各行各业。 多年来，该队伍先后获
得“江淮志愿服务优秀典型”“中国好
人”等荣誉称号。

一句承诺 一生坚守
■ 本报通讯员 徐进群 徐月

“选择你，也就选择了你的家。 以后有
困难，我们一起扛着！ ”结婚时的一句简单
承诺， 胡四娥付出了最美的青春和一生的
坚守。

1968 年出生的胡四娥， 是大别山腹地
岳西县冶溪镇金盆村的一位普通农村妇
女。 她没有文化，30 年来支撑一个大家庭，
无怨无悔地照顾三位身患残疾的哥哥和姐
姐，先后获得“岳西好人”“安庆好人”“安徽
好人”等称号。

1989 年，经别人牵线，胡四娥和本镇金
盆村男青年刘和建相恋。 刚相处时，刘和建
就详细诉说自己的家境。 他的大伯刘会议
有 4 个子女，一个女儿出嫁，另外两个儿子
和女儿重度残疾且生活无法自理， 一直留
在家中没有成家。 18 岁那年，刘和建过继到
大伯家支撑门户。 刘和建的坦诚让胡四娥
很感动，“家家都有困难。 我们共同努力，日
子总会好起来。 ”1990 年，22 岁的胡四娥与
刘和建结婚成家。 胡四娥刚进刘家门，看到
无法正常交流的兄姐， 就想象到了未来生
活的艰难，但她没有后悔。

年轻时，胡四娥有过外出务工的念头，
但想到三位兄姐生活无法自理， 需要人照
顾， 很快就打消了念头，“我答应过要好好
照顾兄姐的，不能不守信用。 ”

婚后不久，胡四娥便有了自己的孩子，
家庭负担更重了， 家里收入仅靠丈夫打点

零工，她在家照顾一家老小。
三个兄姐的年龄都比胡四娥大不少，大

哥刘和耀比胡四娥夫妇大 ２０ 余岁， 生活无
法自理。 胡四娥就像对待父亲一样，为他端
饭、洗衣、擦洗身子。二哥刘毛有听力言语残
疾，且伴有贫血症状。 2015 年农历腊月二十
三，家家户户忙着过小年，天空飘着鹅毛大
雪，胡四娥做好晚饭，二哥却突然晕倒了。她
和丈夫骑着摩托车，顶着风雪，带二哥去医
疗室看病。 胡四娥在医疗室看护二哥一晚。
此后，胡四娥想方设法给二哥补充营养。 二
哥的身体慢慢好了起来。

大姐刘翠荣同样有听力和言语残疾 ，
还患有癫痫病。 2014 年秋季的一天，刘翠
荣发病出走 ，天黑未归 ，胡四娥急得四处
寻找，终于在第三天找到了大姐 。 看到大
姐安然无事 ，胡四娥舒心地笑了 ，带大姐
回家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 大姐不能说
话 ，但看到妹妹憔悴的样子 ，从那以后再
也没有出过远门。

后来镇上建了敬老院，有人建议胡四娥
送三个兄姐去敬老院。“一家三口，全部丢给
政府，我自己是轻松了，但拖累了别人。 ”胡
四娥不愿意那么做， 何况一起生活惯了，也
舍不得分开。

“刘家三个兄姐都 70 岁左右了，却很少
生大病。”邻居刘良云夸赞说，这与胡四娥的
细心照料分不开。 “30 多年来，老婆没有出
过远门， 没有亏待一家老小， 就亏了她自
己。 ”刘和建感激地说。

在马鞍山市红十字无偿献血

志愿者协会中有这样一支稀有血

型志愿者服务队，他们每个人身上

都流淌着 Rh阴性血 (俗称 “熊猫

血”），时刻准备着献血救人———

“用我们的血液救人性命，值!”

·成长天地·

荨 5月 8 日， 铜陵市田家炳小学一年一度的 “跳蚤市场”开
市，众多学生将家中闲置的物品进行交流交换，实现了废旧物
品的再利用，增强了环保节约意识。 本报通讯员 潘伟 摄

关爱孩子健康
荩 5 月 8 日， 六安市妇幼保健院的医
护志愿者走进该市裕安区韩摆渡镇堰

湾中心小学，开展心理健康 、夏季防溺
水、意外紧急救护技能等教育 ，普及健
康知识，增强孩子们的安全防范和卫生
健康意识，迎接 5 月 12 日第 110 个“国
际护士节”的到来。

图为护士为学生们讲解急救基本

技能。 本报通讯员 田凯平 摄

“跳蚤市场”变“废”为宝

３月 ６日， 稀有血型志愿者服务队部分队员在
南京献血。 （马鞍山市无偿献血志愿者协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