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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本报讯 （通讯员 南晓文）“谢谢张叔叔，我一定要刻苦学习，成为
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不辜负叔叔的帮助和期望。”近日，柞水县红岩寺镇
红安村困难学子纪婷，从陕西省慈善协会联系的社会爱心人士张根虎手
里接过 500元助学金时感激地说。

纪婷是一名六年级学生，父亲患有遗传性小脑萎缩、脑梗等疾病，行动
不便，失去劳动能力，母亲患高血压，体弱多病，一家人没有经济收入，靠低保
维持生活。

为了让困难学生有学上，红安村通过群众代表提名，村“两委”研判，
将困难学生名单进行上报。为确保每一分钱都用在最需要帮助的学生身
上，爱心人士走进村镇和学校，逐户登门走访核实，详细了解学生们的需
求和家庭情况，当了解到纪婷的家庭有困难时，张根虎当场给纪婷 500元
钱，并决定每月资助她 500 元，直到她完成高中学业，如果考上大学继续
援助。同时，他还添加了纪婷家长的微信，每月按时将资助款转过来。

纪婷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等以后有能力了，也要接过爱
心接力棒，去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在红安村，像纪婷这样受到爱心人士捐助的还有 4 人。困难户王纪
高兴地说：“这下好啦，爱心人士把我的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孩子上学的费
用就不用操心了。”

爱心人士伸援手 困难学子获资助

近日，丹凤县第三幼儿园组织幼儿和家长到当地新华书店开展研学活动。本次研学之旅，不仅拓宽了孩
子们的视野，让他们增长了知识和经验，还提高了他们的阅读兴趣。 （本报通讯员 冯钰莎 摄）

时下，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给人们的生活带来诸多快捷和
便利。在享受的同时，危害也不能低估。尤其是学生，沉迷手机游戏，
不仅损害身心健康，更影响学业。对此，学校和家长应共同做好监管。

学校应把好学校门房第一道关口，定期组织开展以“把手机留在
家，把自律带回校”为主题系列宣传教育活动。让学生对“禁止携带智
能手机等电子产品进入课堂”的规定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引
导学生养成健康作息、专注学习的好习惯，不定期对宿舍、教室突击检
查，发现问题，批评教育，限期整改，跟踪反馈。同时，通过国旗下讲话、
班会课、校纪校规教育、心理疏导和专栏板报、校园广播及微信公众号
等方式和渠道遏制携带手机进校园的不良风气，引导学生合理使用手
机，提高自我管理意识。家长应多和孩子沟通，改善亲子关系，增加高
质量的陪伴；要创造条件，注重培养孩子的人际交往能力；扩展孩子的
兴趣爱好，严格手机使用时间，让他们走出虚拟世界，步入正常生活。

家校共育，师生齐心，让手机管理有“制度”、有“温度”，让学生成
为学习的强者，赢得美好的明天。

别让指尖划破孩子的梦想
高 鸿

30 年来，他坚守边远高寒山区，用日
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行动，撑起了山区学
生探求知识、健康成长的蓝天；他用大半
生的默默付出，为留守儿童铺就了一条通
向未来的平坦大道。他安贫乐道、师爱无
私。他就是丹凤县蔡川镇两岔口教学点
教师孙志成。

默默付出默默付出 青春无悔青春无悔

1992 年 8 月，年仅 20 岁的丹凤师范学
校毕业生孙志成背上行囊，沿着崎岖的山
路，前往南石门乡马宗良小学任教。从此，
他一头扎进了丹凤县的北山，开始了他的
教学生涯。

那是一所地处高寒山区的村办小学，
校舍是土坯房，屋顶没有顶棚，窗户没有玻
璃，离家 40 多公里远……孙志成一年只能
回家两次。一年后，孙志成被调到蔡川镇
两岔口小学任教。那也是一所村小，校舍
是由一座寺庙改建成的，因年久失修，常常
是屋外下大雨，室内下小雨。作为学校负
责人的他不等不靠，动手找工具、筹资金，
将教室屋顶翻修、操场硬化，并且在院子里
种花、种树，美化环境。

2002 年以后，由于城镇化步伐的加
快和易地扶贫搬迁政策的实施，两岔口

小学因学生骤减而由初小变成教学点，
但孙志成的工作热情却没有半分减退。
他既是校长，又是教师；既做炊事员，又
当 门 卫 。 由 于 教 学 质 量 一 直 在 全 镇 领
先，村民们觉得把孩子交给孙志成放心，
因此，村里的适龄学生很少流失，教学点
得以保留。

生活中，孙志成也是孩子们的知心父
母。两岔口小学里的孩子大多是留守儿
童，他们胆小、怯懦、焦虑、缺乏安全感。于
是，每遇空闲时间，他就会与孩子们谈心，
了解他们的课余生活与内心世界，倾听他
们的小秘密。面对艰辛的工作和艰苦的条
件，他犹豫过、也想放弃过。但每当看到孩
子们童稚的目光、渴望的眼神，他就选择了
继续坚持，陪伴他们成长。

一人一校苦耕耘一人一校苦耕耘

从第一次踏进两岔口小学校门算起，
孙志成在这所海拔 2000 多米的偏远高寒
山区学校（教学点）已经足足待了 25 年。
方寸校园、三尺讲台，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他
一个人的“舞台”，而学生年龄跨度则从学
前儿童一直到小学低年级段，因此，上复式
课成了教学常态。他把质量立校视为学校
的生命线，多年来，两岔口教学点一直被当

地人认为是家门口的好学校。
一个人要带不同年级的几门课并不容

易，为提高教学质量，孙志成付出了比别人
更多的精力。他研读新课程标准、阅读各
类教学杂志、网上观看名师视频、课前认真
备课……课堂中，他制定了“比一比”数学
游戏竞赛，研发了“读一读”朗读展示比赛，
定期举行班级口算擂台赛、汉字听写大赛，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让每位孩子都参与进
来，课堂教学秩序井然。课后，针对学生的
错误，他总是耐心地辅导。

生 活 中 ，孙 志 成 是 孩 子 们 的 知 心 哥
哥。他认为，陪伴是对孩子最温暖的守
护。课间休息时，他与孩子在一块儿做游
戏、踢毽子、跳皮筋，是“孩子王”。在教学
过程中，他非常注重因材施教，留意每一个
学生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教育。尤其
是对经济困难学生，他进行一对一帮扶，从
资金上的帮扶到心灵上的慰藉，再到学习
上的辅导，让孩子切实感受到老师的关爱，
让他们懂得感恩，从而努力学习。

唯有师爱更留香唯有师爱更留香

近 30 年的从教经历，青丝变白发的孙
志成深切地感悟到：一个边远山区老师，倘
若没有对教育事业的热爱、没有对农家子

弟的挚爱，那他就坚持不下去。
山区教学点除了正常教学以外，最重

要 的 工 作 就 是 管 好 孩 子 们 的 安 全 和 生
活。为把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这项惠民政
策落实，面对学校小、经费有限、无法请炊
事员的窘境，孙志成只好兼起学生炊事员
一职。学校交通不便，供货单位无法送达
营养餐，他就每周末自己到县城领取下一
周食材。遇到冬天下大雪，摩托车上不了
山，他就背扛肩挑走山路将菜运回学校，
从来没耽误过学生一顿饭。每天清晨 6
点，孙志成就起床挑水、烧水、洗菜、切菜、
配菜，为做饭做好准备。中午 11 点放学
后，学生做作业，他做饭、照顾学生吃饭，
然后洗涮收拾停当，紧接着就要上辅导
课。下午放学后，送走最后一个学生，他
又开始写教案、批改作业，还要考虑第二
天的营养餐，有时还要送家长忘记接的孩
子回家。就这样，几十年如一日，他没有
半点怨言。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几十年的默默
付出，孙志成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和关
注。他先后被评为“丹凤县最美乡村教师”

“商洛道德模范”“陕西省中小学德育工作
先进个人”，并荣获中国青少年基金会第五
届“TCL 希望工程烛光奖”以及 2018 年“马
云乡村教师奖”等荣誉称号。

扎根山区 守望未来
本报通讯员 杨远彦

本报讯 （通讯员 孙志永）近年
来，丹凤县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特殊教育
政策，聚焦特殊学生义务教育保障，不断
完善设施设备建设，分类实施教育安置，
积极落实惠民政策，构建全方位关心关
爱机制，特殊群体教育得到有力保障。

丹凤县科技和教育体育局按照适龄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有保障工作要求，坚
持绝不让一个义务教育适龄儿童少年失
学辍学这一中心任务，与卫健、残联等部
门协调组建了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
积极开展政策宣传，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配齐师资队伍，严格落实惠民政策。残
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全县 359 名残疾
儿童少年进行学习生活能力评估，分别
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特殊学校就读和
送教上门等方式进行安置。目前，全县
特殊群体接受义务教育实现全覆盖。

按照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的标准，丹

凤县科教体局投资 300 多万元，建成县
特殊教育学校，完善内部设施，安装智慧
黑板，实现了信息化，接通了安防监控，
建成音乐律动室、康复训练室、绘画手工
室和感统训练室等功能部室。同时，在
对全县特殊教育情况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投入 30 多万元，完成了特殊教育资
源教室一期建设。

目前，全县随班就读学生占比为
90.08%，送教上门学生占比为 9.92%。
同时，为保证教育教学工作顺利运行，
及时足额落实每生每期 9000 元的教育
经费，积极实施“两免一补”，全面落实

国家教育资助政策。有效实施国家营
养改善计划，对随班就读的特殊学生落
实交通费补助，县残联落实了特殊群体
补助政策，为特殊群体学生家庭切实减
轻了负担。

丹凤县科教体局每年暑期与残联对
接，对残联办证系统的适龄特殊群体进
行摸排比对，确定特殊群体接受义务教
育适龄名单。丹凤县科教体局联合县残
联、县康复医院，积极实施医教结合，每
周请康复医院的康复师到特教学校授
课、培训教师，提高教师康复知识和技术
水平，指派特教教师到县康复医院观摩

学习，提升教师康复训练水平。
团县委、妇联、民政、残联等部门联

合组成爱心联盟，对特殊群体开展全方
位关爱，目前各部门捐赠物资价值 20 多
万元。县科教体局将特殊教育工作开展
情况纳入控辍保学常态化监测，列入局
季度重点工作督查的重要内容，定期开
展督查。同时，与扶贫、民政、残联等部
门沟通协调，常态化开展督导检查，确保
特殊教育落到实处。每学期末，县科教
体局组织专人对各校实施送教情况进行
综合考核，总结得失，不断提高特殊教育
工作水平。

丹凤加强特殊教育保障体系建设

一位中学音乐老师，教
学之余用普通话朗诵为山里
的孩子插上理想的翅膀，她
就是第三届全国丝路朗诵大
赛总决赛“伯乐奖”获得者汪
宁。汪宁老师现任教于镇安
县初级中学，是陕西省“华韵
之声”全国语文朗读大赛优
秀指导教师、第四届中华经
典诵读陕西赛区优秀指导教
师、陕西省第六届朗诵比赛
优秀教师，也是商洛市经典
诵读个人一等奖、陕西省首
届全民朗读大赛个人二等奖
的获得者。

最初，汪宁对普通话朗
诵的坚持是出于喜爱和教学
工作需要。很多学生听了汪
宁的朗诵，就喜欢上了普通
话朗诵，私下里找到汪老师，
想要学习普通话朗诵。

“老师，我也想报名当广
播员，可以吗？”“老师，我也
想参加朗诵比赛，可以吗？”
汪宁听到了他们的渴望，就
利用业余时间去教孩子朗
诵，用自己的爱好去成就孩
子的未来。她开始试着辅导
几个学生普通话朗诵。这些
孩子朗诵水平很快提高，在
课堂上的发言也自信了不
少，学习成绩也进步了，性格
也比以前阳光开朗了。于
是，更多的孩子找到汪老师，
要求学习朗诵，同时很多孩子也喜欢上了音乐课，语
文老师们也说，自从孩子跟汪老师学了朗诵，自己上
语文课时也轻松了不少。

后来，汪宁在学校成立了“阅来阅好”朗诵社团，
许多不敢大声说话的同学都在汪老师的课堂上变得
声音响亮、大胆自信了。

汪宁带着她的学生在全国各地参加普通话朗诵
比赛。汪老师说，她不在乎她的学生是不是能得奖，
她要以朗诵为媒介，让山里的孩子走出大山，看看外
面世界的精彩。

2022 年，汪老师的一个学生经过五次网络选拔
终于获得了晋级全国总决赛资格，在去北京的路上，
孩子很紧张，总说要是没得奖多丢人啊。汪老师告诉
她：“能获得晋级资格的人都是很优秀的，你是第一次
参加这样的比赛，经历了几次选拔就能来京，说明你
也很优秀。比赛只是一种经历，得不得奖，对于热爱
朗诵的人来说，其实无所谓，最重要的是在比赛中成
长。”最后，这个学生居然一举拿下了全国一等奖，在
山城镇安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朗诵，让汪老师结识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开阔了
眼界，精彩了人生。一个热爱朗诵的孩子对汪老师
说：“老师，谢谢您，让我发现了自己还有个爱好特
长，不管我以后是否继续在这条路上走，我都依然会
记得您，也要和您一样追求自己的梦想！”

汪老师每年暑假都到北京去学习普通话朗诵，
她说：“我觉得我的知识还不能满足孩子们的学习和
成长，我也要和孩子们一起成长、不断学习。每次在
北京，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选手汇聚在一起进
行比赛，我都在想，我们山里的孩子也能走出大山，
来到北京该多好啊！让山外的人看看我们山里娃也
很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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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商洛市
洛南县城关街道吕六
平的道路运输经营许
可证正本丢失，证号
为陕交运管许可洛字
611021003500号，车
牌号为陕H12806，声
明作废。

●陕 西 省 山 阳
县 漫 川 关 镇 王 能 萍
的 护 士 执 业 证 书 丢
失 ，证 书 编 号 为
201661013269，声明
作废。

●陕西省丹凤县
土门镇尹治全的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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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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