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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职责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还要教孩子们生活，让他

们学会做人。”近日，笔者来到马鞍山市博望区全国优秀教师夏

能彬的家里，和他面对面交谈，听他讲述42年教书育人的经历。

教孩子掌握学习方法

夏能彬今年59岁，1983年从师范院校毕业后，来到马鞍山市

新市中心学校担任教师。“孩子是天真的，眼里充满了对世界的

好奇和期待，这就需要老师去引导和教育。”夏能彬说，他给孩子

们上课，善于讲故事；故事是最能抓住孩子的求知欲的，把课本

上的知识融入故事里，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从而在寓教于乐中

掌握知识。

“我经常把课文编成故事，先讲个大概，再让孩子们去认真

阅读。”夏能彬说，要善于培养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让他们从小养

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书本上的每一篇课文，编纂者都是有一定

目的的，所以要让孩子们通过阅读，理解这一课想表达什么、从

中学到了什么、有什么感悟等等。“我的语文课，孩子们非常喜

爱。”夏能彬说，掌握了学习方法，孩子们学习就不难了，就会去

主动学习了。

多给留守孩子一点爱

在新市镇，不少家长外出务工创业，孩子们就跟随爷爷奶奶

在家留守。“我们学校留守孩子比较多。因为父母不在身边，这些

孩子缺乏亲人关爱，学习无人监督，生活比较散漫。”夏能彬说，这

时候，老师就要担负起“临时家长”的责任，不仅要传授知识，还要

关心爱护，教他们学会生活，不让亲情缺失。作为教导主任，他主

动配合学校在校内成立“留守儿童之家”，任课老师们当起了“临时

家长”，和孩子们结对子，从学习上、生活上给予关心。

有一年深秋，天已经很冷了，有一个孩子还穿着拖鞋上学，

夏能彬在家访时了解到孩子家的特困情况后，主动承担了这个

家庭三个孩子的学习生活费用，直到三个孩子小学毕业。“不能

因为家庭的贫困让孩子感到自卑，要给他们关爱与关心，让他们

学会自立自强，树立生活的信心，这比学习更重要。”在夏能彬任

教的年头里，他先后资助了20多名贫困生至小学毕业。

把优秀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鉴于夏能彬的优秀教育理念和经验，2012年起，马鞍山市

教育局在新市中心学校设立了“名师工作室”，让夏能彬面向全

市遴选年轻教师传帮带。“我根据每个徒弟的特点制定培养方

案，因人施教，不仅向他们传授教育教学方法，同时言传身教，

让他们懂得如何去爱孩子，和孩子们做朋友。”有的爷爷奶奶文

化水平低，无法辅导孩子，夏能彬就和徒弟在下午放学后留下

来一起辅导孩子做作业，然后再骑车把孩子送回家。几年来，

夏能彬的“名师工作室”先后培养了 3名省特级教师、12名市级

学科带头人、8名市级骨干教师。夏能彬还把自己的教学实践

写成论文在全国知名教学杂志上发表，至今已发表 60多篇。

他还鼓励“名师工作室”的年轻老师写教育实践论文，和全国同

行切磋交流。

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这样写道，“师者，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老师，既是孩子的知识导师，也是孩子的生活良

师。”夏能彬表示。 （慕继平 齐道俊 朱一全 文/图）

用心托起明天的太阳用心托起明天的太阳
——记全国优秀教师夏能彬

夏能彬护孩子们上校车夏能彬护孩子们上校车

9月7日，安
庆市迎江区华中
路第三小学学生
将自己培育的绿
植 盆 栽 送 给 老
师，提前送上教
师 节 的 美 好 祝
愿，感谢老师们
的辛勤付出。
黄有安 徐嘉/摄

培绿植培绿植 赠老师赠老师

本报讯 “爸爸，我想你们，可

是我实在联系不到家里，谢谢这儿

的好心人帮助……”8月 29日晚，

看着远在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杨

武乡杨武村视频中父亲熟悉又苍

老的面孔，身在淮北市濉溪县四铺

镇周陈村的张红霞激动得语无伦

次。时隔 20年，张红霞再一次见

到父亲。

事情还要从 2001 年说起，时

年 17岁的张红霞跟随父母从老家

到贵阳市打工，因为和父亲发生

争执，父亲情急之下打了她一巴

掌。这是父亲第一次打她，叛逆

的张红霞不理解父亲的良苦用

心，愤然离家出走。年少无知的

她跟着同伴一起到浙江、广东等

地打工挣钱，两年后又回到贵阳，

由于种种原因，她一直没有鼓足勇

气跟家里联系。

在贵阳她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瞿凯平，而后跟随丈夫一起回到湖

南安化老家生活。几年前，张红霞

怀上了宝宝，怀孕的辛苦使得她对

家人的思念越发强烈，她开始主动

联系家人。然而，因为父母原来的

手机号码更换，怎么都联系不上。

在失望之际，张红霞前往湖南安化

当地派出所查询，由于杨武村行政

区域规划发生变化以及她提供的

父母姓名与身份证不一致，结果查

无信息，自责与失望时刻充斥在张

红霞心间。

2019年底，张红霞带着孩子来

到淮北市濉溪县四铺镇周陈村，因

为她的丈夫瞿凯平此前已经在这

里上班了。一家三口团聚后，他们便在周陈

村大任家自然村居住至今。

8月29日上午，大任家包队干部周丽娟在

开展疫苗接种宣传“敲门行动”中，发现了因

无身份证而未接种的张红霞。详细了解情况

后，周丽娟及时向村里汇报，周陈村党总支第

一书记、驻村工作队队长韩雪锋闻讯后随即

通过四铺派出所利用人像识别进行研判，同

时联系张红霞老家贵州省安顺市西秀区杨武

派出所，在经过半天的等待之后，仍未找到张

红霞及其父母的户籍信息。

当天傍晚，驻村工作队及村“两委”经多

方联系，通过西秀区党组织找到杨武村村部

电话，接电话的是村委会主任张尔祥。他非

常热心，按照张红霞提供的父母姓名，反复查

询仍未果。当听到张红霞父母的小名后，

“哦，这两人我知道！”张尔祥的一句话让大

家吃了一颗“定心丸”。在他的积极帮助下，

终于联系上了张红霞父母，随即韩雪锋与其

父亲张尔绿互通了电话。经了解，张红霞姐

妹三人，她排行第二。当年，为寻找张红霞，

她的妹妹还上过寻亲节目，父母为此愁白了

头发。

当晚9点，韩雪锋通知张红霞一家来到村

部，拨通了张尔祥的视频电话，这才有了开头

感人的一幕。阔别 20年再相见，双方均是喜

极而泣。韩雪锋表示，待疫情缓和后，驻村工

作队与村“两委”将积极帮助张红霞与父母团

聚，也将协助其重新找寻户口信息。

（苏瑞 余鸿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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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肥市肥东县白龙镇青龙厂社区项郢村民组有位朱

金玉老人，年过百岁但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而在众乡邻看

来，老人之所以长寿，靠的就是家里的孝顺好儿媳——今年

71岁的李跃群。自嫁到婆家来，李跃群一直把婆婆朱金玉当

做自己的母亲一样看待，并给予了无微不至的照顾，用自己

的52个春夏秋冬，诠释“孝”和“爱”的中华传统美德。

朝夕相处52年从没“红过脸”
在上世纪60年代末，19岁的李跃群嫁给当时只有几间茅

草屋的许忠兵，从丈夫口中得知婆婆是一手操持这个家、含

辛茹苦将他及妹妹拉扯成人后，李跃群便从心里对婆婆充满

了敬意，并下定决心要好好服侍婆婆。

“俗话说，父母养我们小，儿女养他们老。”李跃群是这么

说的，也是这么做的。52年来，李跃群一直把婆婆朱金玉当

自己的母亲一样看待，并一直和她生活在一起。每次遇到婆

婆发火，李跃群总是笑脸相对，从不生气。虽然朝夕相处，但

李跃群与婆婆之间从没有“红过脸”，婆媳关系一直很和谐。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作为晚辈，要事事让着婆婆。”李跃群

说道。

随着婆婆上了年纪，李跃群总是细心照顾着老人的饮食：

白天，李跃群给婆婆精心准备一日三餐；婆婆年纪大了牙口不

好，李跃群就不厌其烦地将肉类切成碎末蒸给她吃；婆婆吃饭

时喜欢喝点小酒，李跃群就经常烧几个下酒小菜；晚上怕婆婆

起夜不方便，李跃群就把自己的床搬到婆婆的房间里，每天搀

扶她起夜；有时老人睡到半夜，一觉醒来以为天亮了，就在床上

找人说说话，李跃群强忍着睡意也要陪着婆婆说说话。

婆婆到哪，古稀儿媳就抱到哪
在李跃群的悉心照料下，朱金玉老人身体状况一直很

好，几乎没生过病，身子骨硬朗得很。几年前，90多岁的朱金

玉晚上起夜的时候摔了一跤，腿脚不再灵便，从那以后李跃

群一步不离地跟在婆婆左右，婆婆到哪，她就抱到哪。白天

只要天气好了，李跃群就把婆婆抱出去晒太阳；晚上帮助婆

婆翻身，伺候她起夜。

但李跃群毕竟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一开始一趟抱下

来还可以，时间久了难免力不从心。去年腊月的一天下午，

李跃群像往常一样把婆婆从椅子上抱到床上睡午觉，因为长

期没休息好导致头晕，在快要到床边的时候，李跃群一个踉

跄，摔倒在地，在倒下去的一瞬间，李跃群紧紧地护住婆婆。

当邻居们听到喊声赶过来，把她们从地上扶起来的时候，婆

婆安然无恙，李跃群膝盖部位大面积摔伤，到医院缝了8针。

据许忠兵介绍，他今年79岁了，由于身体不好，平时就是

靠老伴一个人照顾百岁老母亲。“我母亲也是因为她的照顾，

才如此长寿，真的很谢谢我的老伴。”说起自己的老伴，许忠

兵除了心疼，还有感激。

最大的心愿是让婆婆安享晚年
如今，已经百岁的朱金玉老人除了耳朵有点背、行动不

便以外，面色红润，精神矍铄。而朱金玉老人日常休息的房

间则收拾得井井有条，闻不到一点异味。唯一不同的是老人

休息的床腿较平常的要短一截。据许忠兵介绍，对于婆婆的

吃喝拉撒，李跃群每天都会及时清理得干干净净，并及时开

窗通风，保持空气清新。一年四季，这个房间里都会点燃几

支香，而自从去年冬天她摔了一跤以后，考虑婆婆上下床不

方便，李跃群就把床腿锯了一截。

李跃群孝老爱亲的点点滴滴，也在孩子们的心里埋下了

孝顺的种子，每次回来，孩子们都要给奶奶带点她喜欢的牛

奶、白酒……儿媳妇更是表示，以后也要向婆婆李跃群学习，

传承“百善孝为先”的中华传统美德。

“说不苦不累那是不可能的，可婆婆没有更多的儿女，我

不照顾谁来照顾？只要自己做得动，未来就会一直做下去，

尽自己的最大努力让婆婆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李跃群表

示。 （陈强 程宏波）

古稀儿媳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顾百岁婆婆

本报讯 今年以来，六安市金安区清水河街道茶棚社区通过

推行“以服务换积分”的激励模式，将志愿服务受益人群延伸至志

愿者本人，让爱心得到双向“循环”，让“小”积分释放“大”能量。

在该社区办公大厅积分兑换处，琳琅满目的生活用品摆放

得整整齐齐，每件物品下方都贴有一张标签，标注着这些物品的

“价格”。

茶棚社区党总支书记王正琴表示，社区制订了志愿服务积

分兑换细则，明确了积分兑换流程，鼓励更多的人加入到志愿服务

队伍中来。只要注册成为茶棚社区的志愿者，就能获得一张志愿

服务积分卡，志愿者们凭所获积分可以领到相应价值的生活用

品。志愿者每参与一次志愿服务，社区工作者按照服务类型、服务

时长等内容进行认定，如实给志愿者登记填写积分。服务时长每

达一小时积5分，一分抵一元，服务一小时即可兑换价值5元的商

品，志愿者可在每季度末到“积分兑换处”进行集中兑换。

“当初加入社区志愿者队伍，只是本着我是一名党员，要不

遗余力地为辖区居民服务，没想到还有积分兑换这种新模式。”

近日，志愿者魏友玉用自己二季度的“爱心积分”兑换了一些日

用品，感觉特别有成就感。

积分兑换的落实，由原来的简单“参加”逐渐转变为主动“参

与”，让越来越多的党员、居民自觉投身到文明劝导、环境维护、

扶弱帮困等志愿服务活动中来，让他们的奉献与付出更具有荣

誉感和获得感。下一步，该社区将不断健全完善志愿服务激励

机制，增加兑换物品的种类，让志愿活动更加持续、深入地开展

下去。 （程琛）

“小”积分释放“大”能量

学子丢失录取通知书
铁路民警及时帮找回

本报讯 “多亏了你们人民警察，孩子

马上就要开学了，如果丢了录取通知书，真

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9月 6日，王先生

从蚌埠铁路公安处蚌埠南站派出所民警手

中接过儿子遗失的背包时，之前的担心和焦

虑总算一扫而光。

9月 6日上午，蚌埠铁路公安处蚌埠南

站派出所指挥室民警接到旅客王先生报警

称，他与妻子、儿子在蚌埠南站候车时遗失

了大学录取通知书，请求派出所帮忙寻找。

据了解，当天是王先生与妻子带着儿子

小王前往大连理工大学报道的日子，一家三

口准备从蚌埠南站乘坐高铁前往南京坐飞

机，没想到，到达南京南站小王才发现随身

携带的装有录取通知书的背包不翼而飞，这

可急坏了一家人，于是打电话求助民警。

接警后，蚌埠南站派出所高度重视，立

即组织民警前往二楼候车室寻找。经过走

访询问和调取视频监控，民警在候车室第二

排座位上发现了小王遗失的黑色双肩包，经

过确认，包内正是小王的录取通知书和团组

织关系等重要物品。

当王先生拿到儿子遗失的背包时，对民

警的热心帮助连连称谢。 （盖晓霜）

核酸检测迎开学

9月6日，在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医
护人员为新学期到校学生进行口腔咽拭子
核酸采样。为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筑牢
辖区校园防疫安全线，在新学期开学之际，
合肥市庐阳区大杨镇卫健委、大杨镇草塘社
区党委联合合肥经济技术职业学院开展“核
酸检测进校园”活动，为该校6000多名师生
进行口腔咽拭子核酸采样，为学校安全开学
及师生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葛传红/摄

男童右腿被卡滑梯
桐城消防紧急救援
本报讯 近日，桐城市一男童在小区健

身广场玩滑梯时，不慎被卡住腿，消防救援

部门接报警后及时救援。

8月 26日晚 7时许，桐城市消防救援大

队接一群众报警，称在桐城市凤凰山庄小区

健身广场内，一名男童在玩耍时不慎将腿卡

进滑梯中。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看到，一

名男童被家人抱在怀中，男童的右腿被卡在

滑梯挡板与立柱之间无法动弹，孩子表情痛

苦，家人更是焦虑不安。

经现场观察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开启

液压剪扩器，随着滑梯挡板与立柱之间的缝

隙被一点点扩张，男童的右腿很快就从缝隙

中解脱。

消防救援人员提醒，儿童玩滑梯时，家

长一定要做好看护，要选择适合孩子年龄和

身高的滑梯，并要留意滑梯是否有破损、长

时间暴晒下的滑梯表面是否发烫，以及孩子

的穿戴是否过长易缠绕等。 （胡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