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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3日上午7时50分，家住市
区碧圃巷的特教老师梁燕平整理好
着装，打开笔记本电脑，在钉钉班级
群用手语向同学们打招呼。

“老师好。”已经上线的和和（化
名）等6位聋儿通过文字回应。梁
燕平向他们竖起了大拇指。

今年 40 岁的梁燕平是市特殊
教育学校聋教中心三年级的语文老
师兼班主任。提起疫情期间为学生
们上网课的感受，她表示：“这个超
长假期能和孩子们待在一起，累并
快乐着。线上教学对我们特教老师
来说是一种新的挑战。”

梁燕平说，他们班共有 7 名学
生，最小的10岁，最大的14岁，分别
住在鲁山、宝丰、舞钢等郊县农村。
虽然开网课前提前摸排准备过，但
由于一些学生家庭情况特殊，或网
络条件不具备或双亲是聋哑人、不
好配合等，无法全部上课。“我最担
心的是，孩子长时间不上网课，学习

肯定落下。”
10岁的佳佳（化名）家住舞钢市

农村，其父母均为聋哑人，不识字也
不会手语。为了让佳佳如期上网
课，梁燕平想尽办法与其父母沟通，
但未能成功。20多天前，佳佳远嫁
禹州市的姐姐得知情况后，将其接
走。佳佳这才能顺利上网课。

梁燕平很珍惜每一次授课机
会。本学期的教材是课改后的新教
材，由于疫情等原因迟迟没发放到
位。梁燕平只好在网上下载电子书
本，查阅相关资料准备教案，还要结
合网上授课的特点创新形式，备课
时间超平时好几倍。

梁燕平说，给这些学生上课时，
主要运用手语和唇语沟通。有时同
样的手语在不同语境中表达的意思
不一样，为了让学生们都听懂，她要
不停地重复，还要用夸张的面部表
情、肢体动作来配合教学。为了及
时纠正学生的发音，她曾尝试着通

过视频与学生连线，但效果没有面
对面教学好。

“我就想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向
孩子们传授知识。”梁燕平说，身为
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更能体会家长
对孩子的期望，还有知识对孩子的
重要性。

梁燕平的直播课和7岁大宝上
网课的时间重叠，他们商定后，大宝
在客厅通过电视上课，她在卧室用电
脑给学生上课。懂事的大宝知道妈
妈忙，上完网课自己主动写作业；3
岁多的小宝则由父母代为照顾。“说
实在的，有时候想想对两个孩子有些
愧疚。”而后，梁燕平又自我安慰道：

“不过等开学后，两边就错开了。”
梁燕平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

早日开学，能面对面地给学生上
课。经历过这场疫情后，她会教育
学生们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好好
学习，将来用知识武装自己。
（本报记者 高红侠/文 李英平/图）

我想早点和学生面对面上课

“歇歇吧怪累的，先喝点水！”
“不累不累，马上就扫完了！”4

月 3日上午，在卫东区鸿鹰街道天
宏社区平煤神马集团天宏焦化有限
责任公司家属院一车棚内，看车师
傅王宝生将一瓶纯净水递给帮他打
扫车棚的热心邻居赵根建。

王宝生今年50岁，4年前，他因病
导致双下肢截瘫，只能靠轮椅代步。
他守护这个车棚，已有两年多了。

“赵师傅天天都来帮我干活，疫
情期间更是如此，我想当一名像他
一样的志愿者，尽我所能去帮助别
人……”王宝生说。

今年 50 岁的赵根建是平煤神
马集团天宏焦化有限责任公司的退
休工人，也是建设路街道神马社区
爱心服务联盟的志愿者。了解到王
宝生行动不便，其妻子又要上班，赵

根建一有空儿便来车棚帮忙，打扫
卫生、安装充电桩……

“今年3月的一天夜里11点多，
天连刮带下的，大风把车棚门卫室
的彩钢瓦棚顶刮塌了，赵根建顶风
冒雨上到棚顶修理，一直忙到次日
凌晨1点多。”王宝生说，最让他感动
的是今年疫情期间，考虑到车子棚
也属于公共区域，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赵根建和他上大学放寒假回
来的女儿一起，每天晚上帮他把车
棚的角角落落进行全面消毒，一连
坚持了40多天。

正在车棚存车的居民吴燕平也
称赞赵根建：“经常在车棚见赵根建
干活儿，喷洒消毒液、焊东西……他
做的好事太多了！”

赵根建笑着说：“退休了闲着也
是闲着，我是一名志愿者，帮助他

人，也能快乐自己。”
“我腿脚不方便，平时他在车棚

里做好事时，我只能在旁边看。他
经常跟我讲和其他志愿者一起做的
事，时间长了，我挺羡慕他们的。”王
宝生说，今年疫情期间，家属院大门
封闭，居民买菜成了问题。在赵根
建的建议下，他们一起联系郊区菜
农，建了一个27号楼车棚蔬菜群，
免费为居民送菜。

“每每听到大家感激的话语，我
也感到很快乐。”王宝生说。

疫情发生前，赵根建每周两次
到市区一家粥棚当志愿者，免费为
环卫工人做早餐。王宝生希望疫情
早点结束，他也要当志愿者，跟着赵
根建一起帮助人，“哪怕是他做饭，
我在旁边打打下手也好”。

（本报记者 李霞/ 文 李英平/图）

疫情过后，我想当一名志愿者

39、21、13、11……这几个看似普
通又毫无联系的数字，对家住市区
培新街的胡红莲来讲，却意义非凡：
今年39岁，认识老公21年，结婚 13
年，儿子11岁。这么多年来，一家人
有欢乐有泪水，日子过得平淡又温
馨。

“今年2月14日是我和老公结婚
12周年纪念日。我们原打算邀请亲
朋好友一起庆祝，但没想到被突如其
来的疫情耽搁了。”胡红莲是个性格
爽朗、不拘小节的人。她坦言：“我和
老公是自由恋爱结的婚，当年家里经
济条件不好，每天计划着柴米油盐的
琐事，生活全凭感情维系。”

胡红莲在市红苹果幼儿园工作
多年，是孩子心目中很有亲和力的

“大家长”，但回到家，老公刘涛包揽
家务、照顾孩子，把她宠得像个孩
子。去年刘涛过生日，没有准备礼
物的她反而收到了老公送的“大

礼”。
对此，她愧疚地说：“从结婚到

现在，都是他给我买东西，我竟没给
他买过一件衣服。甚至有时候我会
想，老公做的再多都是理所当然
的。”直到经历这场突如其来的疫情
后，她才觉得：“生命诚可贵，原来平
凡生活如此珍贵。对于自己爱的人
和爱我们的人，要多一些关心、理解
和包容。想做的事情赶紧做，千万
不要犹豫和等待。”

疫情期间，当看到确诊病例不
断增多及一线抗疫人员的事迹后，
胡红莲既揪心又感动，自己唯一能
做的就是配合小区管理，非必要不
出门。刘涛出门上班，她总有些担
忧，不断叮嘱：“上班一定戴好口罩，
下班回来做好消毒。”

“平时也不觉得他上班 8 小时
有多长，可是那段时间，感觉这8个
小时实在是漫长……老公很心疼我

们娘俩，每次倒垃圾都是他去，家里
的米、面、蔬菜等也都是他想办法买
回来的。”胡红莲说，现在疫情形势
持续向好，她期盼着幼儿园能早日
开学。但在开学前，她还有一个愿
望，就是给老公准备一份礼物，并在
大家的共同见证下，郑重地对老公
说一声：“谢谢。”

4月3日记者采访快结束时，刘
涛下班到家，其中等身材，未语人先
笑。听闻有礼物，刘涛赶忙上前打
听。胡红莲故作神秘地说：“礼物暂
时不能透露，但送礼时间定在儿子
下个月生日当天，也是个特别的日
子。”

据刘涛介绍，他在平煤神马集
团矿上上班，平时没有妻子那么忙，

“包揽点家务不算啥”。对于妻子想
要在平淡生活中增加点仪式感，他
非常高兴，也充满了期待。
（本报记者 范丽萍/文 李英平/图）

我想对你说声“谢谢”

春花烂漫时，最想做什么？
即日起晚报开始征集市民“微心愿”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我们对生活有了新的认识：原来那些看似寻常、唾手可得的平凡生活如此珍贵。
即日起，本报开始征集市民“微心愿”，要求健康向上、有正能量，可以是想做的事，也可以是想见的人等。如果您想借助晚报分享自己的心愿，就赶快联系

我们吧！参与方式：关注平顶山晚报微信公众号，发送文字“微心愿”+姓名+联系方式+心愿内容；或拨打晚报热线4940000咨询、报名。 （范丽萍）

受访人：梁燕平 年龄：40岁 职业：特教老师
微心愿：期待早日开学，我能和这些折翼天使面对面地上

课。让孩子们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好好学习，用知识武装自
己。

受访人：王宝生 年龄：50岁 职业：车棚看门人
微心愿：希望疫情早点结束，我也要当一名志愿者，跟着邻

居赵根建一起免费为环卫工人做早餐……哪怕是他做饭，我在
旁边打打下手也好。

受访人：胡红莲 年龄：39岁 职业：幼教老师
微心愿：我想在大家的共同见证下，对老公说声“谢谢”，感

谢他多年来与我同甘共苦、相濡以沫。

4月5日，胡红莲在家里精心准备着要送给丈夫的礼物。

4月3日，梁燕平对着笔记本电脑，打着手语给学生上网课。

4 月 5 日，在卫东区鸿鹰街道天宏社区 27 号楼车棚里，赵根建
（左）帮助王宝生（右）修理电动车充电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