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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6日下午近 6点，记者
赶到鲁山县辛集第六小学，在
二楼一间宿舍内，支教老师苏
豪珍、毛素显正坐在一起吃面
条。“都说我做饭好吃，坐下来一
起吃吧，看看俺的手艺咋样。”毛
素显笑着说。该校校长张志富
对两名支教老师赞不绝口。他
说，该校有390多名学生、12名
教师，老师们基本上没有外出充
电的机会，支教老师的到来对提
升教师队伍整体素质十分有益。

新华区实验小学的毛素显
是我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主
任，她来到辛集第六小学后，不
仅自己做示范课，还邀请名师

工作室的其他名师到该校做公
开示范课，把教研精品带入学
校，并向该校老师传授教学管
理等方面的经验。

在苏豪珍的宿舍里，记者
看到课桌上堆着厚厚一叠贺
卡。“这都是今年元旦时孩子们
第一次亲手做的。”苏豪珍笑着
说。去年秋季，她来到这所农
村小学后发现，孩子们从来没
有开展过社会实践活动。于是
她在班级里举行变废为宝创意
活动，教孩子们用灵巧的小手
将丢弃的玉米皮、玉米穗拧成
跳绳，做成鲜花、木偶、水杯、草
帽、小动物等工艺品，将玉米皮

制成接力棒、木屐。随后，她和
同事成功开展全校演讲、绘画
大赛等活动，提高了孩子们的
社会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

该校没有少先队组织，苏
豪珍在新华区联盟路小学曾经
担任过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十
分熟悉少先队的规章制度、工
作职责、活动开展等方面的内
容。为使少先队工作开展起
来，她负责培养该校两名老师
成为少先队辅导员。去年10月
13日，中国少先队建队日当天，
经过紧张筹备，该校成立了少
先队（大队），130多名学生戴上
了鲜艳的红领巾。

俩支教老师各显所能

口记者 张鸿雨

本报讯 昨天上午，石龙工商分
局启动“节前送温暖”活动，为辖区捞
饭店社区樊留长、兰孟见等4家贫困
户送去米、面、食用油等过节用品。

樊留长今年62岁，妻子去世多
年，唯一的女儿也远嫁他乡，他患
脑梗后留下轻度后遗症，基本失去
劳动能力，目前生活比较困难。兰
孟见今年63岁，左腿多年前因意外
被截肢，妻子长年多病，吃药开销
大，子女都成家另过，生活不宽
裕。63岁的赵更套患有严重的腰
椎间盘突出症，干不了重体力活，
妻子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家中6口
人就指望儿子在一企业做保安带
来的微薄收入度日。48岁的赵国
强近两年父母相继患重病去世，为
给二老治病他倾尽所有、花光了积
蓄，现在生活非常困难。了解到他
们的实际困难后，石龙工商分局积
极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多次给予
支持，当天为他们分别送去50公斤
面粉、20公斤大米和5升装食用油
两桶和300元现金。

石龙工商分局
为贫困户送温暖

口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我是晚报的一名忠实
读者，看到鲁山县背孜乡女孩余净
艺不慎摔伤的报道后，想捐500元
钱表达一下心意。”1月8日上午，家
住市区的郭先生致电记者，要为余
净艺捐款，并向背孜乡上孤山村驻
村干部李鲁冰等人表示敬意。

今年6岁的余净艺家住鲁山县
背孜乡上孤山村。上月20日，余净
艺不慎从5米高的平房上摔下，致
颅内出血，昏迷不醒。余净艺的母
亲有智障，父亲年龄又大，家中一
贫如洗。危急关头，鲁山县农业局
驻背孜乡上孤山村第一书记李鲁
冰以及背孜乡扶贫办主任孙晓非等
人赶到现场，将小女孩送医治疗，还
多方联系为小女孩筹集善款（本报
上月30日A05版曾报道此事）。1月
8日，接到市区郭先生的电话后，记
者将负责接收捐款的李鲁冰的电话
告诉了他。

“1月8日那天的确有一位男士
给我联系过，说要为余净艺捐500
元钱，目前已收到捐款。不过捐款
者始终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昨
天上午，李鲁冰在电话里告诉记
者，他和余净艺上月31日来到北京
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由于医院检查
需要预约，余净艺的检查时间被安
排到了2月10日。不过从精神状态
上看，余净艺目前恢复得还算不错。

爱心读者为余净艺
捐款500元

昨天，试穿着新棉衣，杜改明
老人高兴得合不拢嘴。当日，卫东
区五一路街道五一路社区将爱心
购物卡、新棉被等过年物品提前送
到辖区20余个特困户家中。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提前收到“过年礼”

2016，他们走在支教路上
为农村娃倾注满腔情

在鲁山县董周第五小学支教的市十三中教师王杰正在为学生上语文课。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1月6日上午，记者驱车60多公
里来到鲁山县仓头第一小学，看到
学校操场上一堂别开生面的足球课
正在进行。在两名教练的指导下，
该校五（1）班全体学生练习前脚掌
点球、脚外侧带球等。教练上起课
来激情满满，带着孩子们进行抱球
跑、抢球等游戏，还不时地跑、跳、欢
呼，和孩子们击掌鼓励。

“没有孔校长的支持和帮助，这
些农村娃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接触
到足球。”该校校长王玲对支教的孔
卫峰表示由衷的感谢。

孔卫峰是新华区胜利街乐福联
校副校长，他希望能尽自己所能，为
山里的孩子做几件有意义的事，也
不枉这一年的支教经历。他告诉记
者，这所学校共12个教学班、700多
名学生、20余名教师，没有专职体
育老师，于是他就干起自己的老本
行，为全校学生上体育课，每周20
节。“由于多数农村家庭相关意识的
缺乏，有些孩子走姿不正确、驼背或
者走路时脚在地上磨，我希望通过
体育课，纠正孩子们不正确的走姿、
站姿，让每个孩子拥有一种由内而
外散发出来的朝气、自信！”

“抬头、挺胸、收腹；目视前方，
面带微笑；稍息、立正……”每天，在
仓头一小的操场上，孔卫峰喊着口
号，领着学生们上演一场场别开生
面的军姿秀。

孔卫峰告诉记者，近两年，市区
部分学校已经开设足球课。然而这
些大山里的孩子甚至不知道什么叫
世界杯，很多孩子对足球的概念是

“用脚踢的球”……经过筹备，孔卫峰
将两名足球教练带到这所农村学校，
制订教学计划，每个月为全校12个班
的孩子分别上一堂足球课。希望孩
子们在足球课堂上能亲身感知足球
的魅力，激发对足球运动的热爱。

为农村小学开设足球课
1月 6日下午，记者来到鲁

山县董周第五小学时，该校六
（1）班教室里传出琅琅读书声，
班主任王杰正在给孩子们上
课。她讲课生动风趣，善于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学生们争着回答
问题，教室内不时传出欢笑声。

王杰是市十三中的一名语
文教师，于去年秋季来到董周
第五小学开始一年的支教生
活。王杰的课程表安排得满满
的，每周18节课，每天还要上早
自习、午自习。根据学校教学
安排，她每天早晨 7点 20分开
始辅导学生早读。上午11点40
分，她还要充当志愿者为全校
500余名学生盛午饭。匆匆吃
几口饭后，12 点 20 分至下午 1
点20分是午自习时间，她要在
教室里辅导孩子写作业。下午
放学后，她站在校门口送每位
学生离校，一直忙到下午6点，
才有自己的时间。

王杰说，这些孩子多是留

守儿童，长期缺乏良好的家庭
教育，生活、行为习惯需要纠
正。比如她所负责的班级里没
有一个孩子会说普通话，她讲
课时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纠正
孩子说话。孩子们的书写不规
范，做作业时，她要挨个教孩子
书写格式。另外，由于社会接
触面小，这些孩子面对新老师
时有些胆小、不自信。她教的
班上有个叫白皓峰的孩子，过
去曾和同学打架，上课回答问
题时不敢抬头，吐字不清，很自
卑。她关注到这个学生后，经
常鼓励他，还当着全班同学的
面表扬他取得的进步。现在白
皓峰学习进步明显，课堂上能
够主动发言，性格变得乐观开
朗，学生和家长都很高兴。

王杰的宿舍面积不大，却
集办公、做饭、住宿于一体。屋
门口窗台下放着一个电磁炉，
一张桌子上放着案板、菜刀、调
味料等，一张课桌靠着双人床，

条件十分简陋。记者看到一个
小女孩正坐在床上写作业，冻
得流鼻涕，红色羽绒服的领口、
袖口发黑。王杰有些不好意思
地说，这是她的女儿睿睿，这几
天工作忙，没时间照顾她。王
杰说，她的丈夫是名援疆医生，
长年不在家。她考虑再三决定
把女儿带在身边，女儿刚6岁，
现在跟着一年级的学生上课。

记者问睿睿，家里好还是
学校好？小女孩眨眨眼睛说，
学校好。王杰笑着告诉记者，
在陌生人面前女儿才会这么回
答。女儿平时一坐车就晕车，
恶心、呕吐、浑身难受。每次回
家后，女儿都央求她别去农村
学校了。看到女儿难受的样
子，她真想请几天假，可是她休
息了，谁来给孩子们上课呢？

“和城市相比，这里生活确实有
些艰苦，但是看见农村娃对知
识的渴求，再苦再难也要坚持
下去。”王杰说。

带上女儿去支教

本报记者 傅纪元

师资短缺一直是困扰农村中小学校教育教学发展的一道难题。按照市委组织部、市教育局、市财政局等部门出台的我市
边远贫困地区和革命老区人才支持教师专项计划，2016年秋季，市区88名优秀教师分赴鲁山、叶县的边远学校支教。第一学
期即将结束，这些老师是否适应农村的工作、生活环境，和当地师生相处如何？1月6日，记者随市教育局工作组深入边远学
校，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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