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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 下期话题预告

小小的个头，背着大书包，稚
嫩的脸庞上架着一副摇摇欲坠的
厚眼镜，甚至连刚上小学的孩子，
眼镜都成了“标配”……近年来，
这样的场景频繁出现。

不久前，世界卫生组织的一
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学生
近视发生率接近 60%，居世界首
位，近视低龄化趋势明显。相关
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小学生近视
比例为 45.7%，初中生近视比例为
74.4%，高中生近视比例为 83.3%，
大学生近视比例则高达87.7%。

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关注。近日，他作出重要
指示，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
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的
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
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
视，不能任其发展。同时，指示有
关方面，要结合深化教育改革，拿
出有效的综合防治方案。总书记

强调，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
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
一个光明的未来。

保护青少年的视力，近十几
年来，呼吁不断，办法也想了不
少，但收效甚微。这是为何？除
先天因素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日
常用眼习惯不良，比较突出的就
是电子产品的过早、大量使用。
当然，课业负担过重、近距离用眼
时间过长也是学生近视率大幅度
上升的重要因素。

“近视眼”并非司空见惯的小
事，不仅会对孩子身心健康造成
损害，还会给社会发展带来负面
影响。比如飞行技术、航海技术
等专业都对视力有明确要求。

下期话题：学生近视让人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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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请在邮件主题栏注明“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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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近视让人忧

9月6日，从郑州传来消息，经过4个月的评选，来自舞钢市杨庄乡长岭头小学的李万军、刘延利夫妇入选2018“河南
最美教师”，同时被授予“河南省师德教育专家”称号。

李万军、刘延利夫妇22年坚守三尺讲台，11年前义无反顾踏上支教之路，其间走遍杨庄乡的山山岭岭。夫妇俩携手
同心，主动请缨，先后辗转多所山区小学支教。在支教过程中，二人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创新教学思路和教学方式，把知
识的种子播撒给偏远乡村的孩子。

同时，刘延利还在瓦房沟希望小学首次开通了“亲情热线”，把每位外出务工家长的电话号码记在日记本上，并及时
将孩子的进步和变化与家长沟通，在留守儿童与外出务工的父母之间架起一座“连心桥”。这一创新的教学理念，引起
了省、市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生命的意义

邢天明 （宝丰县国土资源局）
读了《支教路上伉俪花》一文，我深

受感动。一股人间大爱的暖流涌遍身心，
一股敬意油然而生。每个孩子都是家庭
的希望和未来，一个孩子要想学有所成，
自立于社会，贡献于社会，必须经过“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辛勤培育。

李万军、刘延利夫妇 22年坚守三尺
讲台，11 年义无反顾支教，克服重重困
难，向山区的孩子传播知识，用知识改变
他们的命运；开通“亲情热线”，在留守儿
童与外出务工家长之间架起“连心桥”，
用爱为他们撑起一片温暖的天。能有这
样的好老师，那些山区孩子是幸福的，他
们的家庭也是幸福的。

有人说，生命的意义不仅是自己幸
福地生活，更在于帮助别人幸福地生
活。李万军、刘延利夫妇用22年的踏实
工作、辛勤付出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也让教过的学生和他们的家庭获得了幸
福，这就是生命的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到好
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
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
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是民族的希望。”
愿天下有更多像李万军、刘延利夫妇这
样的“最美教师”。我衷心地向他们致
敬，向天下所有坚守在三尺讲台、默默奉
献的教师们致敬！

学习“最美教师”，继续发挥余热

庞振江 （平煤股份二矿）
欣悉李万军、刘延利夫妇荣获“河南

最美教师”荣誉称号，在为他俩高兴、骄
傲的同时，更多的还是向他俩致敬。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文化
知识的传授者。他们身居斗室，却想着
为国分忧，时时为学生操劳，像一颗颗铺
路石，为新一代的崛起默默铺筑跑道。
李万军、刘延利夫妇 22 年坚守三尺讲
台，11年行走在蜿蜒的山路上，承载着山
里娃走出大山的梦想，含辛茹苦，整日操
劳，不愧为“最美”，是名副其实的“无名
英雄”，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

我也是一名教师，在讲台耕耘了 30
多年。岁月已在我头上洒满白霜，生活
也在我脸上刻满皱纹。虽离开讲台多
年，但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不敢忘记使
命，从未有“船到码头车到站”的思想。
退休这些年，我笔耕不辍，发挥余热，经
常写点“豆腐块儿”，如果别人能从我的
文章中受到哪怕一丁点启发教育，也算
是我“传道、授业、解惑”工作的继续，我
的内心将十分欣慰。

尊师重教才会国运昌盛。愿新老教
师能不辜负这黄金时代，以李万军、刘延
利夫妇为榜样，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
切嘱托，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
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培养可靠的接班人。

乡村讲台也是风景

张军停 （郏县李口镇）
依然清楚地记得，26 年前我选择师

范学校的情景。报考前，已退休在家的
老父亲为我“运筹”了一晚上，列出报考
师范的众多“优越条件”。在老父亲的说
服下，我“违心”地填报了师范学校。

1992年 6月，我怀揣着中师文凭和
家庭城镇户口簿到县教委报到，本想
能像往届毕业生一样留在城里教书，谁

知命运与我开了个玩笑——那年县教
委下文规定，当年大中专毕业生全部分
配到农村中小学任教。于是，我背起行
囊，回到阔别十余年的家乡，做了一名乡
村“教书匠”，开始了“留守乡村”的历程。

26年风雨兼程。面对着孩子们的微
笑，享受着邻里的祝福，感受着村民们的
淳朴，收受着桃李的回报……我似乎感
受到自己当初的选择没有错。

26 载弹指一挥间，过去的岁月早已
流逝成记忆。当年的小伙儿已过不惑
之年，我也从一名普通教师走上学校的
领导岗位。回首往事，蓦然发现坚守在
农村这块贫瘠的土地，用粉笔默默无闻地
书写着忠诚，站立在农村学校的三尺讲台
上，用心血浇灌着农村孩子的梦想与希
望，原来也是一道颇具魅力的风景线。

师德不语，自是一种美丽

昝美娣 (平煤神马集团八矿洗煤厂)
古人云：“德领才，德蕴才，德润才。”

不养德修身，难堪大任。教师不仅是学
生学习知识的引导者，更是以知识为载
体的人生导师。

师德不语，自是一种美丽。最美教
师，美在大爱。这种爱就是把学生真正
放在心里，不求人人都成才，但愿人人都
成人。最美教师，美在奉献。在奉献中
燃烧自己的青春，在奉献中实现人生的
价值，在奉献中让生命闪光。

乡村学校条件差，教师待遇低，往往
是清苦的代名词，因此师资流失严重，留
下来的都值得尊敬。以李万军、刘延利
为代表的乡村教师，是最美的麦田守望
者，是国家基层教育不屈的脊梁，撑起了
乡村孩子梦想的天空。他们用无私的
爱，为未来的接班人点亮了一盏明灯，用

点点滴滴的耕耘，汇聚起一所所农村学
校的希望，使知识在偏远山村得到传播，
从而圆了千万余户农家人“望子成龙，盼
女成凤”的梦想。

李万军、刘延利的事迹告诉我们，奉
献的方式有很多种，并不是非要做出惊
天动地的大事，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同样
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业绩。

刘云海（浙江省淳安县）：一名教
师坚守偏远山村的三尺讲台，已是不
易；一对夫妇双双把最美的青春奉献
给山村教育，更是难得。这样的“最美
教师”，不只是“为人师表”，更堪称“为
师师表”。

崔应红（鲁山县董周第九小学）：
作为一名教师，我也被李万军、刘延利
夫妇的事迹深深感动。他们扎根农村
一线，不怕苦、不叫累，不仅创新教学
方法，给孩子们传授知识，而且了解孩
子的家庭情况，关心孩子的心理成长，
发自内心地爱学生。他们用实际行动
诠释了“最美教师”的内涵。这次“河
南最美教师”评选活动，让我感受到了
党和政府对教师的尊重、对教育的重
视。荣誉不仅属于李万军、刘延利夫
妇，也属于扎根农村教育一线的广大
教师，更属于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弘
扬奉献精神，传递正能量，我们需要这
样的榜样去激励更多的大学毕业生投
身教育事业，为祖国的复兴、腾飞作出
贡献。

舞钢市杨庄乡长岭头小学教师李万军（左图）、刘延利（右图）夫妇，22年坚守三尺讲台、11年从事乡村支教。今年教师节前夕，他们双双被评为2018“河南最美教师”。
本报记者 杨德坤 摄

好老师不断涌现，民族就有希望

第34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从省
会郑州传来喜讯：舞钢市杨庄乡长
岭头小学教师李万军、刘延利夫妇
获评 2018 年“河南最美教师”。在
高兴的同时，也忍不住长舒一口气：
实至名归，这个奖，他俩得之无愧！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运；
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在漫
漫11载山区支教路上，这对教师夫
妇无惧教学任务艰巨、无惧工作环
境恶劣，放下个人享乐和名利束
缚，循着作为师者内心最本真的指
引，默默耕耘在乡村教育第一线，
用无私的爱润泽着一个又一个娇
嫩的生命。让人欣慰的是，他们在
给予爱的同时，也被孩子和村民回
应的爱滋养着。正是在这爱的给
予与滋养中，他们如同明灯，照亮
了山村孩子的求学之路，也在陪伴
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实现了人生价
值，成就了自己的“最美”。

在李万军、刘延利身上，我们

看到了乡村教师执着的信仰、坚定
的力量，同时也看到了乡村教师工
作环境的艰苦。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习近平
总书记曾多次强调，要让教师成为
人人羡慕的职业。今年以来，修订

《教师法》、解决教师工资待遇问
题、让乡村教师住有所居等诸多涉
及老师的政策集中释放，传递出了
一个积极信号——提高教师政治
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不是一
句响亮的口号，而是正在落实到具
体行动之中。

我们总是苦闷于如何才能成
就一番事业、怎样才能实现自己的
价值，李万军、刘延利用行动给出
了答案——无论从事什么职业，处
在什么岗位，只要敢于担当、勤于
务实，心中有爱、不轻小事，相信微
小的力量也会散发光芒，那么再平
凡的岗位也能书写不平凡的人生
华章。 （榴莲）

要致敬更要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