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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真情··

这位全国模范教师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献给了乡村教育事业，用知识和汗水哺育老区花
朵健康快乐成长———

房义森 35年志愿服务军民

■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明杰

本报通讯员 李宝

“军旅生涯培养了我坚韧的性格和
军人的气质， 也让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深
入我心。 ” 近日，57 岁的房义森对记者
说。 现任蚌埠货运中心淮北经营部生产
值班员的房义森，曾是一名军人。他退役
不褪色，志愿服务 35 年，让人尊敬。

上世纪 80年代， 房义森入伍成为一
名武警战士。 部队里，他刻苦训练，很快成
长为一名合格的武警战士。 训练之余，他
还跟着老兵学会了理发这门手艺。 “当时，
我们营房周围有许多老人行动不便，理发
成了他们的一个大难题。 ”房义森说。

于是每当休息日， 他总会为战友以
及营区周边的老人免费理发。

1986 年， 房义森从武警部队退伍，
被分配到蚌埠货运中心淮北经营部工
作。得知淮北军分区官兵理发不方便时，
他又主动找到分区首长， 要求定期上门
为官兵们义务理发。每到周末，房义森就
挎个理发工具包， 准时来到军营为官兵
们理发。每年民兵训练，房义森也会专程
来到训练场，为驻训民兵、预备役官兵理
发，常常一上午就要剃好多个“小平头”。
无论寒冬酷暑，只要有需要，房义森总是
随叫随到。从那时起，家里的挂历成了房
义森理发的“备忘录”———上面仔细地标
记着他给部队官兵理发的时间。 从退伍
至今，房义森已经为现役军人、伤残军人
免费理发 3 万多人次。

用心服务军人， 更用心服务一方百
姓。 日前，在相山区钟楼敬老院，91 岁的
张大娘接过房义森递过来的已经剥好并
用开水烫过的香蕉， 感慨地喃喃着：“你
看你这孩子，又到敬老院来看我们了。一

回又一回让你破费。 说实话， 三天不见
你，可又想你呐！ ”

从 1990 年起，每逢双休日，房义森
都会走进社区敬老院为老人们理发、剪
指甲、按摩，深受老人欢迎。后来，房义森
又扩大服务范围， 经常到市区周边的一
些敬老院为老人理发。 对行动不便的老
人，他还主动上门为他们免费服务。 “每
个人都有年老的时候， 包括我自己也有
这一天。为他们做些服务，我打心底感到
满足。 ”房义森说。

热心公益，也感动了身边不少人。每
年儿童节，房义森和他的同事，还有淮北
市阳光助残服务队的党员志愿者们，总
会带着牛奶、香蕉等慰问品，挨个看望福
利中心的孩子们，给他们讲故事，陪他们
做游戏。“房大哥一有时间就来参加我们
助残志愿服务队的活动。”淮北阳光助残
志愿服务队负责人张红运说。自 2015 年
服务队成立以来，房义森只要遇到休班，
就会来参加公益活动。

工作中兢兢业业，志愿服务 35 年不
停歇。房义森先后荣获“拥军模范”“先进
生产工作者”“淮北好人”等称号。 “当过
一天兵，一生是军人，就要尽己所能去帮
助他人。 ”房义森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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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于助人的运动达人

■ 本报通讯员 柳小林 方婷

日前， 当涂县残联残疾青年刘剑冒
雨来到当涂县图书馆献血点， 无偿献血
400 毫升。 这是他第 13 次无偿献血，献
血总量达 5200 毫升。

刘剑说：“我献血，我快乐。因为每次
献血，我就想着我的血可以救人，心中就
充满着喜悦。 ”

2008年 12月，19岁的刘剑在芜湖信
息技术职业学院学习。 学校动员学生献
血，他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这是他第一次
献血。 此后，他一发不可收，基本上年年献
血。 他说：我是一名残疾人，做不了什么大
事情。 残联和社会给予我很多关爱，我无
偿献血，也是为他人为社会做点贡献吧。

刘剑 3 岁时，不幸从二楼摔下，经抢
救，命保住了，但是留下了终身残疾，右
手失去基本功能，走路跛行，日常生活和
写字有很多不方便。

2011 年，刘剑从芜湖信息技术职业
学院毕业，被安排到当涂县残联工作，主
要负责换发残疾人证和残疾学生教育救
助工作。 对这份工作，他非常珍惜，工作
兢兢业业。 残疾人到县残联换发残疾人
证， 他是随到随办， 中午加班是常有的
事。对重度、很不方便到医院进行残疾等
级评定的残疾人，刘剑及时向领导汇报，
邀请评定医师上门为重度残疾人评定。
近来， 正值民政部门开展审核重度残疾

人护理补贴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工
作， 每天都有很多残疾人到他这里来换
发《残疾人证》，他每天早上都是第一个
来到办公室，忙得不可开交。

2020 年 2 月，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的战斗中， 刘剑积极参加了姑孰镇东营
社区小区门口卡点的值守工作，星期六、
星期日不休息，从不迟到早退。

刘剑喜欢体育运动， 买了铅球、铁
饼，没事就在操场上训练，寒冬酷暑，从
未停止，同事称他“运动达人”。 2014 年
在省第六届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 F37 级
铁饼、铅球、标枪比赛 3 枚金牌，2018 年
在省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上获得 F37 级
铅球比赛金牌， 为马鞍山市和当涂县争
得了荣誉。

刘剑乐于助人，单位同事电脑出现
故障、手机出现问题找他帮忙 ，他是随
喊随到，从不拒绝。含山县残疾孤儿、残
疾人运动员洪强在合肥上大学，周转资
金出现了困难 ，向他开口 ，他及时地借
给他 5000 元钱 ， 解了洪强燃眉之急 。
2015 年，刘剑被评为当涂县首届 “残疾
人自强模范”。

■ 本报记者 孙言梅 文 ／图

9 月 1 日，新学期伊始，在蚌埠市
五河县武桥镇弥陀寺小学，数学教师顾
艳早早守候在六年级一班教室门口，迎
接返校上课的学生们。

“顾老师好。 ”“顾老师，一个暑假没
见，我可想您啦。 ”背着书包的孩子们欢
快地走进教室，跟顾艳热情打招呼。 学
生们放下书包，一个个像小精灵样围到
顾老师身边，争相述说暑假见闻。

今年 52 岁的顾艳扎根乡村，30 年
如一日，用爱心照亮乡村孩子求学路。

一定要好好教这些农村孩子

“我出生在农村，农村的水土养育
了我。 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乡村
的孩子们都能学到知识。 ”当老师，这是
顾艳少时的梦想。

1991 年 8 月，时年 22 岁的顾艳从
五河县城郊幼师学校毕业后， 主动到
偏远的农村学校武桥镇龙岗小学担任
代课教师。 武桥镇地处两省（安徽、江
苏 ）三县 （五河县 、泗县 、泗洪县 ）交汇
处， 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
命老区。 至今顾艳仍记得第一次站上
三尺讲台的情景，“当时孩子们齐刷刷
地起立喊出‘老师好’。 看着台下一双
双清澈的眼睛，我就跟自己说，一定要
尽最大能力好好教这些农村孩子 ，让
他们成长成才。 ”

随着民师政策调整 ，1999 年 6 月
顾艳从龙岗小学离岗。 因乡村偏远学
校师资力量极度缺乏 ，4 个月后她又
被学校返聘为代课教师继续任教。 虽
然待遇很低 ，但丝毫不影响顾艳兢兢
业业搞好教学 。 学校条件简陋 ，没有
纸笔 ，顾艳就用石头教学生在地上练
字 ；没有教辅资料 ，她便自己动手刻
写油印练习题 ；没有教具 ，她就利用
废弃的旧牙刷 、塑料瓶等制作 ，日复
一日的坚持 ， 让一批批孩子完成学
业，以优异成绩升入初中。

为了给自己留住能够继续从事教
育工作的机会，顾艳努力自学，2006 年
7 月通过五河县教师招考， 考取编制，
被分配到朱顶镇珩庄小学任教，正式成
为一名村小教师。

因心系革命老区教育 ，她于 2011
年 7 月申请调回龙岗小学 ，2016 年 8
月被调到更为偏远的武桥镇弥陀寺
小学。

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任
教 ，顾艳始终不变的是对工作的精益
求精。 多年来，她除了教数学外，还兼
任班主任。 她结合平时主题班会等活
动 ，将感恩教育 、诚信教育 、励志教育
等融入其中 ，引导孩子们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 ；利用特定
节点带孩子们祭扫革命烈士墓 ，接受
爱国主义教育 ；平时注意培养孩子们
合作互助意识。 “浇花关键在浇根，育
人根本在育心。 ”顾艳认为，在教授学
生知识的同时 ，还要教会学生如何做
人 ，只有两者结合 ，才能让学生真正
成长。

为了每个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弥陀寺小学位于武桥镇最北边，学
区辖朱圩、张姚两个行政村，现有学生
440 人，其中一半以上是留守儿童。 对
于困境儿童和父母不在身边的留守儿
童，顾艳特别关注。

2017 年 3 月，四年级学生小惠（化
名）在数学课上老是走神，这让细心的
顾艳察觉不寻常。课后顾艳通过家访得
知小惠的姐姐患上白血病需要骨髓移
植，经过严格医学筛查，小惠的骨髓与
姐姐配型成功，但一家人对骨髓移植不
了解，孩子非常害怕手术。

顾艳到医院向医生请教，对骨髓移
植医学知识了解清楚后，专门到小惠家
里跟孩子和家长普及骨髓移植基本医
学原理以及术前术后需要注意事项，化
解他们心中的疑虑。

在顾艳的细心帮助下，小惠终于勇
敢地走上了手术台，手术非常成功。 但
由于受手术影响， 小惠学业落后了很
多， 顾艳利用课后时间辅导她功课，补
差补缺。 在当年期末考试中，小惠成绩
优秀，受到学校表扬。

每一堂数学课、班会课以及课间休
息、课外活动时间，都是顾艳观察学生、
与学生交流的“黄金时刻”。 她说，只要
细心观察，就会发现不同学生存在不同
问题。

五年级班上有个留守儿童，一段时
间来，学习成绩直线下降。 顾艳多次找
他谈心，并通过电话和远在外地的孩子
父母沟通，解开了孩子因为祖母去世在
家孤独无助的思想疙瘩，让这名留守儿
童重新振作起来。学生晓利（化名）因为
不做作业被老师批评， 欲赌气辍学回
家。顾艳积极和孩子、老师沟通，让晓利
及时意识到错误并向老师道歉。现在晓
利和老师关系很融洽。他还被评为学校
的“三好学生”。

“张强（化名），新学期升七年级了，
感觉如何？ ”“顾老师，我感觉适应得可
以。您放心，您教我的‘只要脚踏实地走
好每一步，就会有收获’，我一直记在心
里。 ”这是顾艳与学生张强近日的微信
聊天对话。

3 年前，朱圩村张强由于意外造成
肢体二级残疾，无法和正常学生一起入
校学习。顾艳得知后主动承担起为该学
生送教上门的任务。每天顾艳都会抽出
一两个小时到张强家上课，为他讲解课
业和社会常识，陪他做游戏，鼓励孩子
做些力所能及的事。近两年风雨无阻的
坚持， 治愈了张强受伤的幼小心灵，灿
烂的笑容重回孩子脸上。

“去年，张强随父母到外地读书。现
在我们还保持着联系，经常通过微信聊
天。 孩子在新的环境适应得很好，整个
人也很自信。 ”顾艳告诉记者，教知识固
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打开认
知世界的门，让他们拥有自信、阳光的
学习和生活态度。

不忘初心，要让花儿开得更美

在弥陀寺小学教师办公区，顾艳办
公桌的抽屉里堆放着几十本教案和笔
记。尽管教了 30 年的数学，书本基础知
识点早都烂熟于心， 但每一次课前，顾
艳仍坚持认真备课。 “每次备课都是完
善和再学习的过程， 能启发更多的思
考。 ”顾艳说。

“顾老师身上认真求学的精神值得
年轻人学习。 ”30 岁的苏玉是弥陀寺小
学语文教师，与顾艳“搭班”有两年多时
间。 她告诉记者，顾艳是学校目前最年
长的在编教师，教学经验丰富，仍不忘
学习新知识新技能，在《五河教研》《教

与学》上多次发表教学论文，目前还在
撰写《基于分层教学的小学数学高效课
堂构建》调研报告，研究分析如何激发
学生自主能动性，提高小学数学课堂教
学效果。

斗转星移，如今弥陀寺小学面貌发
生了大变样，标准化的音乐室、美术室、
实验室、心理咨询室配备齐全。 随着蚌
埠市推广智慧课堂，班班通、平板设备
等在教育教学中应用普及。 去年开始，
弥陀寺小学五、六年级全部应用智慧课
堂教学设备。 “信息化、智慧化手段能显
著提高教学效果，老教师也应跟上新时
代步伐。 ”顾艳告诉记者，目前她正在学
习制作音视频课件，由传统型教师努力
向智慧型教师转变。

今年秋季开学， 为落实国家 “双
减”政策，弥陀寺小学课后服务开设了
作业辅导、音乐、美术等内容。 高年级
课堂作业、家庭作业减量不降质，顾艳
为五、 六年级学生精心设计了具有针
对性的知识点练习题 。 在顾艳看来 ，
“双减”政策对农村教育来说是重大利
好。 农村孩子因为父母在外务工较多，
疏于管教， 学习成绩和心理状况波动
较大。 “现在在学校两个小时课后服务
中就能完成课后练习、巩固知识点，还
可以培养绘画、 唱歌、 打球等兴趣爱
好，更利于农村孩子快乐学习、快乐成
长。 ”顾艳说。

多年来，顾艳带的班级在五河县教
体局举行的教学质量监测中均取得了
较好成绩。 她先后被五河县评为“优秀
教师”“优秀班主任”，2018 年被蚌埠市
教育局评为 “2017—2018 学年度蚌埠
市优秀班主任”，2019 年被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 教育部授予 “全国模范教
师”称号。

9 月 10 日教师节当天， 弥陀寺小
学为全体教职工送上节日蛋糕， 学生
们为老师送上祝福歌， 简单又温馨的
节日氛围见证着这所村小的幸福。 “随
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乡村环境越来越美，基层教学条
件越来越好。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将
继续恪守园丁本分， 努力掌握新技术
手段和新教学方法， 帮助乡村孩子学
习知识、健康成长，让祖国的花朵开得
更美。 ”顾艳说。

“学急救，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

■ 本报通讯员 陈玉琴

“工作生活中谁都有可能遇到意外。我
们每个人都不应该袖手旁观， 都应该学点
急救知识，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遇到有人
晕倒了，我们该怎么办？ 大家跟我一起来学
做。 ”“孩子吃东西卡住了怎么办……”“其
实这些急救技术并不难， 人人都可以学会
用到，人人都能当急救英雄。 ”……9 月 9
日、10日傍晚，淮南市红十字会在人员较多
的洞山公园向市民普及应急救护知识和技
能，纪念“世界急救日”。

9 月 11 日是第 22 个 “世界急救
日”， 主题是 “做学校和社区的急救英
雄”，旨在加大学校和社区应急救护普及
推动工作， 让更多群众掌握应急救护知
识和技能，人人学急救，人人可救人，提
高全民防灾减灾自救互救能力。

傍晚是地处市中心洞山公园人最多
的时候。淮南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和志愿
者分成几组，有的对着一幅幅图文并茂救
护案例的宣传展板，向市民讲解；有的在
教市民心肺复苏以及气道梗阻处理、外伤
徒手止血、摔伤扶救等基本常用的急救方
法， 尤其是心肺复苏吸引了许多市民，围
了一拨又一拨。工作人员和志愿者轮番教
授，一轮接着一轮，一遍连着一遍。

带着孙子和外孙的刘奶奶学得最认

真，一点点问，一遍遍看，一招招练，感慨
道，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责任重大，老伴
身体也不好， 一旦孩子和老伴遇到什么
问题，自己学点急救常识能派到用场。下
班接孩子路过的宝妈小张说自己孩子所
在的幼儿园就遇到孩子吃东西卡住差点
要命的情况，自己一直想学，没有机会，
今天碰到了，要赶紧学会。爱好锻炼健身
的王先生把心肺复苏练了一遍又一遍，
说自己喜欢跑步， 跑友时常会发生一些
意外，但基本上都不会急救，自己学会了
可以自救互救……

晚上 7 点， 依然还有一拨又一拨的
市民在学练。 工作人员和志愿者汗流浃
背不厌其烦认真教练。 市民纷纷赞叹学
习掌握这些救命技术非常实用， 人人都
应该掌握。

淮南市红十字会除了结合世界急救
日、 国家防灾减灾日等重要节点开展主
题宣传活动外， 平日里还长期坚持开展
形式多样、 内容丰富的应急救护知识和
技能普及活动， 比如每年暑期专门开办
学生救护训练营； 连续 4 年在淮河早报
开办“博爱之窗———救在身边”专栏，常
年向读者普及应急救护知识； 此外还通
过电视，开办家庭救护训练营等等，有效
提升了群众安全防范逃生避险意识和突
发事件意外伤害自救互救能力。

3300年如一日
甘做乡村教育践行者

荩 9月 12日， 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镇一
老字号手工月饼作坊内， 工人正忙着制
作加工传统月饼。 当地手工月饼依循传
统和面 、揪面 、擀皮 、包馅 ，直到最后成
型、烘烤的流程，制作的月饼不油腻，外
壳酥脆。

本报通讯员 李鑫 摄

传统月饼 味美情浓

荨 9 月 10 日，六安市舒城县万佛湖镇一家老字号手
工作坊的工人将月饼放入炭火烤炉烘烤。 这些带着烟
火味和浓浓乡愁的手工月饼， 留住了儿时的记忆和味
道，深受消费者欢迎。

特约摄影 陈力

·三百六十行·

９９月 １１日，，顾艳在授课。。

·百姓纪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