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十三年扎根乡村教育 带病坚守三尺讲台已两年

海燕老师的育人大爱

旁人很难看出，在讲台上语重
的海燕老师不仅身体有恙，而且还
藏着秘密： 他体内插着导尿管，裤
兜里装着尿液引流袋。 可即便如
此，两年来，他从未缺过一节课。

54 岁的海燕是淮滨县新里中
学的语文教师。 从教 33 年来，他
获得过诸多荣誉。 学校里他所担
任的学科， 在全县统考中屡次斩
获佳绩； 他辅导过的学生在各级
竞赛中多次获奖； 他本人多次被
市教育局、 淮滨县教育体育局评
为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

给学生一碗水， 自己要
有一桶水

桃李成蹊，满是荣誉。 不难想
到，背后该有多少付出，才能换回
这满满的获得。 “给学生一碗水，
自己必须有一桶水、一河水、一江
水，而且还必须是新鲜的。 ”昨日
上午， 正在办公室备课的海燕对
记者说道。

为了修炼成 “大江大河”，海
燕没少默默学艺。 多年来，他始终
坚持阅读教育学、 心理学方面的

书籍和教育教学刊物，向前辈请教
教学经验，向年轻教师学习制作课
件、 使用投影仪等现代教学方式。
当然，各项业务培训，他从不落下。

“教书育人，只有深厚的业务
功底不行，得有师德，懂学生、爱学
生。”海燕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
的。 班上的李振学习很好，但是因
为口吃， 就是不敢在同学面前发
言，成了班级有名的“胆小鬼”。 为
了帮助他练胆儿，海燕没少操心。

有一段时间， 海燕常在课堂上
提问李振，课下老找他谈心，每周的
班会总让他先发言。后来，李振的学
习更上层楼， 口吃的毛病也改善不
少，还当上了语文课代表。每每看到
学生们的成长变化， 海燕心里总有
说不出的喜悦。 在他眼里， 无论怎
样，都不能让一个孩子掉队。

这么多年， 对不起的唯
有爱人

海燕说，这么多年来，他对得
起学生，对得起学校，唯独对不起
妻子。 海燕的妻子患类风湿二十
多年，求医问药虽未间断，但疗效
不明显。2014 年春天，妻子病情加
重，生活几乎不能自理了。 她想让

海燕请个假，带她到外地看病。 可
中考在即，海燕思量再三，跟妻子
商量延迟就医。 直到 6 月 26 日中
招考试结束，当天夜里，海燕就带
着妻子去郑州看病。

2016 年 4 月， 海燕的身体开
始出现不适，夜里小便五六次，无
法正常休息。 到县城的医院检查
后，一直吃药打针，可病情不见改
善。 考虑到农村学校师资紧张，为
了不耽误学生学习， 直到学校放
暑假， 他才到郑州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看病，检查结果是“神经源性
膀胱症”，需要手术治疗。

除了手术回家后请了一次短

假，两年来，海燕的工作仍和过去
无异。 仍旧带毕业班，仍旧当班主
任，仍然备好每一节课，讲好每一
篇课文。 只是，每个月他要利用周
末到县城的医院换一次导尿管 ，
每天还要更换尿液引流袋。

“若有困难，随时可以请假！ ”
学校领导多次找他“摊牌”。可海燕
有自己的坚持，他说，“当老师的哪
能光想自己，心里得有学生！ ”

让人心生敬意的“全职保姆”

罗山县庙仙乡邢桥村毕老湾的

孙常奇悉心照料患病妻子、 用爱唤
回妻子生活信心的故事在当地村民

中传为佳话。日前，孙常奇因此被庙
仙乡表彰为孝老敬亲文明示范户。

孙常奇的妻子黄子琳 2015
年因肝衰竭做了肝移植手术 ，突
如其来的意外让这个家庭陷入困

境。 为照顾好妻子，孙常奇辞掉了
开大货车的工作，当起妻子的“全
职保姆”。 无论有多累，在妻子面
前他从不叫一声苦， 总是笑脸相
对，经常耐心开导妻子。 天气好的
时候， 他用轮椅推着妻子出去散
散心， 隔三差五买些好吃的给妻

子补充营养。 他总是把家里家外
收拾得干净利索， 还在院内种些
花草，让妻子有个好心情。 3 年多
来，他没有离开过妻子半步，再苦
再累也无怨无悔。 在他的精心呵
护下，妻子心态逐渐好转，对生活
有了信心。 “他一点都不嫌弃我，
给了我信心， 也挽救了我们这个
家。 ”提起丈夫，黄子琳充满感激。

针对孙常奇家的困境， 庙仙
乡将孙常奇识别为贫困户， 将黄
子琳纳入低保救助范围， 还给孙
常奇提供了护林员的公益性岗

位，让他家的生活有了基本保障。
乡村干部、 帮扶责任人多次到他
家看望， 周围邻居也纷纷主动帮
助他， 还有不少爱心人士为他捐

款捐物， 这都给了夫妇俩莫大的
鼓舞。 孙常奇常说：“人的精神不
能垮，妻子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把
身体养好，是我最大的幸福。 ”虽
然还欠了不少外债， 而且后续治
疗还需要大笔费用， 但他对生活
充满希望，相信定能渡过难关。

“孙常奇为爱坚守，用爱唤回
妻子生活信心， 是全乡群众学习
的榜样， 我们希望用他的这种精
神鼓励更多的贫困户———面对困

难和挫折不灰心、不放弃，对美好
生活充满希望，坚定脱贫信心。 ”
该乡乡长徐绍玮说。

李骋驰 何 铸

家门口的“大书房”
市区两个智慧阅读空间建成开放

信阳消息 （记者 李亚云 ）两座古朴典雅的
建筑 、两处书香满溢的空间、两个闹中取静的书
房……近日，我市世纪广场上，两个智慧阅读空间
建成开放，受到广大市民的一致好评，大家称赞它
们是“闹市中的桃花源”“家门口的大书房”。

昨日上午 9 时许，记者走进世纪广场，掩映在
绿树之中的两个透明书屋格外引人注意， 这是我
市刚刚建成开放的两个智慧阅读空间。 透过建筑
物外层的玻璃，书屋内的场景一览无余：崭新的书
架、崭新的图书之中，一个个读者旁若无人、专心
致志地沉浸在书的世界里。

“这里的设施很齐全，书的种类很多，我昨天
夜里就过来办理了读书卡， 今天起了个大早特意
过来看书，看完后准备再借两本回家。”书屋内，市
民秦沐霖正在书架旁挑选自己感兴趣的图书。 书
房的阅读区“高朋满座”，都是前来阅读的市民和
学生。

记者了解到， 两个智慧阅读空间的标准使用
面积都是 50 平方米， 藏书量为 3000 册， 可实现
24 小时免费开放。 书屋内书籍品种丰富，其中，广
场北侧书屋内成人读物比重偏大， 南侧书屋内则
以儿童绘本、童话故事等儿童读物为主。

之所以称之为智慧阅读空间， 是因为这两间
书屋内有很多高科技元素的应用。 工作人员张小
玉向记者介绍，“首先， 书房内的空调让室内保持
恒温，为读者提供一个舒适的阅读环境。你看书屋
门口的安全门，它负责提醒读者正常借阅图书。 ”
在这里，无需工作人员，市民凭身份证、交 100 元
押金即可在自助办卡机上办理读书卡， 并可通过
借阅机实现自助借书、还书。 ”

“这两个智慧阅读空间目前还处在调试阶段，
所以我在这儿守着，出现啥问题可以及时解决。过
了调试阶段，这里就用不着工作人员了，完全能实
现全自助服务。 ”张小玉笑着说。

据附近居民介绍， 虽然智慧阅读空间 5 日才
开放，但近几天，每到夜晚 7 点钟以后，两个书房
门口等着进去看书的市民就排起了长龙。 不少市
民感慨说：“像这样惠民便民的书房， 真是咱老百
姓心头的宝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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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老师和学生们在一起

孩子们在智慧阅读空间内看书

本报记者 李亚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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