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喜恭喜中国年，五谷丰登笑开颜，恭喜恭喜中
国年，歌声万里连成片，欢乐欢乐中国年，欢歌笑声连
成片，欢乐欢乐中国年……”

随着《欢乐中国年》这首歌飘荡在昭通城小北门
上空，昭阳区德汉幼儿园全体老师和迎宾小朋友身
着少数民族盛装，踩着欢快的舞步夹道欢迎小朋友
到幼儿园迎新年、共品昭通美食。昭阳区德汉幼儿
园“迎新年”活动旨在通过穿少数民族盛装、贴对联、
剪窗花、挂灯笼、写福字、包饺子等活动，让小朋友们
在愉悦的氛围中零距离感受中国年味，在共享美食
的过程中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洗礼，加深孩子们对
家乡民俗文化的认知，增强文化自信。同时，对幼儿
园内外精心布置，让进到幼儿园的家长们从昭通苹
果、小草坝天麻、巧家红糖、昭通小肉串、烧洋芋等琳
琅满目的土特产中感受到浓浓昭通情，从红灯笼、花
棉袄、彩气球等喜庆色彩中体味大美中国年，在红色

扎西、大雄古邦里品味“醉美昭通”别具一格的文化
底蕴。

现场，笔者看到了小朋友进园时惊喜甜蜜的表
情，看到了家长们各式各样幸福和感动的模样，甚至
连路过的行人都要停下脚步，忍不住拿出手机采集
这“醉美昭通味”。“我家两个小孩都在这个幼儿园，
这里的老师都特别有耐心，我也特别认同幼儿园这
种以礼为先的教育氛围。”有的家长说。“在昭通几十
年了，从来没有看到哪家幼儿园这样做过，太有仪式
感了，对娃娃太有教育意义了，我都把孙子转来这个
幼儿园了……”一位路过的老人激动地说道。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幼儿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
投入力度的不断加大，德汉幼儿园本着教育的真心，
守住了教育的初心，其教职员工坚持把“立足昭通地
域文化，展示昭通特色教育”融入幼儿教育工作中，让
孩子从小立德立行、礼行天下。

“真是太美了！”
“剪得真好！”
“卖吗？多少钱一个？”
……
循声而望，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记者。只见一位患

有视力障碍的女生用左手将一张粉红色的纸拿住，
右手轻拿一把小剪刀，不一会儿工夫就剪出一张精
致的窗花来。谁也想不到，一排排各式各样、五颜六
色的精美剪纸作品，居然出自一位患有视力障碍的
女生。她用纸和剪刀惊呆了周边的游客，引得人们
不住赞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
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为
使“残疾人文化需求得到进一步满足，平等参与共
享公共文化服务的权益得到进一步保障”，昭通市
特殊教育学校和市文化馆共同主办了“2023 年昭通
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生艺术作品展”，展出的作品由
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创作，有绘画、陶罐、蜡染、
京剧脸谱等传统文化工艺作品。看到展会上各式
各样精美的作品，游客们不住惊叹。“上天给你关闭
了一扇门，就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这句话用在
患有视力障碍的剪纸女生、患有听力障碍精心作画
的男生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展会很精彩，却不完美。患有视力障碍的孩子
们，不知自己的作品被放在何处，不知有没有被老师
们挂上墙壁展览，不知有没有人关注自己的作品
……心中的忐忑唯有他们知道。其实他们的顾虑早
已被细心的市文化馆工作人员考虑到了。

为了弥补展会的不足，工作人员在展厅的对面举
办了一场“‘音’为有你、传递梦想，让每朵浪花都融
入海洋”音乐联谊活动。“艺术的世界没有残缺。”伴

随着悠扬的音乐，舞台上，手持葫芦丝、竹笛的盲生
动作优雅，他们用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诠释了对未
来充满希望的向上力量……

盲生演奏完毕，市文化馆的馆办团队管乐团和民
乐一团为他们演奏了《红歌颂党》《社会主义好》《北
京有个金太阳》等经典乐曲，让文化助残更有实效、
文化惠残更加精准。

最后，在志愿者的搀扶和指引下，盲生代表用手
触摸民乐乐器和管乐器，感受乐器的形状，老师为盲
生逐一介绍乐器的使用方法和用途。“……听我说谢
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谢谢你，感谢有你，世
界更美丽。我要谢谢你，因为有你，爱常在心底。谢
谢你，感谢有你，把幸福传递……”盲生共同合唱《听
我说谢谢你》表达对工作人员的感激之情。一时间，
空气变得压抑、沉闷。盲生们不住地抽动鼻子，一行
行暖暖的液体顺着鼻沟缓缓而下，手不住地轻轻颤
抖。工作人员和老师们双眼红红的，眼前雾气升腾，
一颗颗大大的、圆圆的、闪闪发亮的泪珠顺着他们的
脸颊滚落下来，滴在嘴角上、胸膛上、地上。戴着眼
镜的人，取下眼镜，用衣角轻轻拭去镜片上面的泪水
和雾气，有些感情细腻的人，已抑制不住地小声抽泣
起来。在学校里，孩子们习惯了身边的同学，因为感
同身受，他们也习惯了相互的“特殊”。但，一旦他们
进入社会，各种不适便油然而生。在市文化馆里，这
一切的担忧都没有，此刻，每个人都洋溢着幸福、快
乐的微笑。

“残疾人的心理健康十分重要，非常需要周围人
的关心和爱护。没有谁的生活会一直圆满，但只要
他们坚强乐观地向前看，就一定能有所收获。”市文
化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但愿更多的人用自
己的“爱心”照亮更多残疾人的世界。

“小杨同学，请用正常语速晨
读。”7时，大关县笔山小学五年级3
班班主任周家敏在家长群里说道，
这是她每天的工作内容之一：检查
学生的晨读情况。7时35分，周家
敏就去学校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周家敏，大关县笔山小学优秀
教师。从教 30 余载，她始终把教
书育人作为奋斗一生的事业来
做。教学中，她坚持“欲成才先成
人”的育人宗旨，提倡培优辅差，抓
好少先队阵地建设，用爱心、耐心、
细心呵护每一名学生，以满腔热情
在教书育人这片热土上谱写着自
己的人生篇章。

牢记职业准则
做学生的引路人

“诚实与信任”5个字跃然于大
关县笔山小学五年级 3 班的黑板
上，学生们正围绕这个主题热烈地
讨论着。“我对老师很信任，老师对
我很关心。对我来说，能来这里读
书，并和其他同学一起上课，就是
幸福，是老师们给了我美好的明
天。”家住大关县翠华镇中学岔路
口的智力障碍学生小付说。

小付是周家敏关爱的学生之
一，因小付父母离异早，加之其智
力障碍，右手残疾，小付从小就跟
随爷爷奶奶生活，但爷爷奶奶在辅
导其学习方面爱莫能助。5年来，
周家敏用情感去打开她的心灵之
门，启迪她的智慧，激励她不断进
取。如今，小付已能熟练地用左手
写字，统考科目能考到 70 多分。

正是因为对工作的恪尽职守，对学
生的用心用情，周家敏所教学科每
年统考成绩位居全县前三名，所带
班级多次被评为校级“文明班级”。
2020年 9月，她被大关县教育工委
评为“优秀教师”；2020年12月，她在
大关县新华书店“好书相伴 快乐成
长”征文中被评为“优秀指导教师”。

以师德师风为标准
做学生的知心人

1990年，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
周家敏被分配到大关县玉碗镇寨
子小学任教。当看到一些农村家
庭贫困子女、残疾子女到了上学年
龄而不能正常上学时，她心里非常
难过。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只
要孩子能读书，不管孩子基础多
差，我们都不会放弃，一定会让他
们学好知识，改变命运。”周家敏以
这样朴实的信念和崇高的师德默
默地耕耘着。“令公桃李满天下，何
用堂前更种花。”30余年的执教生
涯，她的学生中，已有 150 多名成
为教师、医生、行政人员，奋斗在建
设祖国的各条战线上。学生们不
管走多远、有什么成就，在心中都
将周家敏当作“知心大姐姐”，有什
么想法都会和她交流。

坚守初心使命
做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但愿苍生俱饱暖，不辞辛苦出
山林。在工作和生活中，她始终初

心不改，永葆共产党员本色，积极
响应县委要求，对大关县第一中学
残疾学生小杨开展结对帮扶，坚持
送教上门。通过她的努力，小杨焕
发出学习热情，缩小了与其他孩子
的差距。

周家敏与小杨是大关县党史
学习教育“春雨行动”中，党员干部
与困难学生“结亲戚、护成长”的一
个缩影。2021年 9月，大关县委党
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
开展“春雨行动”的通知》，要求每
名党员干部至少结对帮助 1 名困
难学生，为困难学生增添一个贴心
的、特殊的“亲人”。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仅要
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部
署，更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贯彻落
实。笔山小学党支部开展的送教
上门活动，其核心就是帮助不能到
校上学的学生解决急难愁盼，为困
难学生找回家庭缺失的‘爱’，推动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
走实。”周家敏是这样想的，也是这
样做的。她就是用这样的担当尽
责和实际行动，诠释着对党的忠
诚，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对孩子的
关爱，不断浇灌祖国的花朵，培育
出更多栋梁之材。

此外，周家敏树立终身学习的
教育理念，勇于探索，不断改进教
学方法，抓重点、破难点，向 40 分
钟要质量，采用“三环六步”的教学
模式和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冲击
学生的视觉和听觉，激起了学生的
求知欲、表现欲和探究欲，在轻松
的氛围中让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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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吴荣

用
爱
撑
起
学
子
梦

通
讯
员

张
喜
彬
文\

图

周家敏（左二）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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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教育

用“爱心”照亮更多残疾人的世界
记者 杜恩亮

花落无声，雁过无痕，白驹过隙的生
命在每一瞬间悄然流淌。常有一股神秘
的力量荡涤心灵，带来刹那间的震撼，那
就是感动。

我积攒身边细小的感动，构建一个平
凡而美丽的世界。在过往的人生旅途中，
偶遇一位教师，他的行动值得我深思、学
习。他去苗族留守儿童学校威信县旧城
镇新村小学从教的故事尤为让人动容，他
就是鲁甸县乐红镇利外村垮山小学教师
吴波。

一场双向“奔赴”的旅程

“吴老师，听说你要走了，是不是真
的？”

“我们很喜欢您，这是大家用您教我
们的绘画方法一起给您画的一幅画，希望
老师能够记得我们。”

“我们以后还能见到你吗？”
……
吴波向记者复述临别时孩子们说的

话时，语速平缓，但明显可以感受到，他的
心里十分挂念那些孩子。吴波，出生于鲁
甸县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初次见他，就
能感受到他的朴实，交谈间，发现他是个
很善良的人。

2014年，吴波考入新村小学任教。报
到的时候，他跟一位老师骑摩托车上山
去，道路泥泞，半路上还摔了一跤。“张老
师，学校在哪里？”张掌焕用手指了指天
上，说：“在上面。”吴波顺着张掌焕所指的
方向望去，映入眼帘的是近千级台阶。出
生于农村的吴波对山区并不陌生，不过，
面对这样的情形，他心里直犯怵。他说：

“心情还是蛮难受的。学校所处的地势太
高了，路也不通。心里直嘀咕，我怎么会
来到这种地方教书？”

“新老师来咯，新老师来咯……”正当
吴波陷入思考中时，新村小学的孩子们欢

呼雀跃着奔走相告，并用苗家歌曲欢迎他
的到来。孩子们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刹那间，失落的心情消失了。虽然听不
懂，但非常感动，我决定不走了。”吴波说。

走进办公室，打印机、复印机、电脑啥
都没有，而且网络也不通，眼前的情景让
吴波渐渐平静的心再起涟漪。“学校太偏
远了，买菜基本都是走路去，走个单边就
要 1 个小时。去集镇的话，下山要 1 个小
时，回来要 2个小时……”当天晚上，吴波
的父亲打来电话询问学校的情况。吴波
说：“我喜欢这个学校。”“无论你在哪里教
书，都要踏踏实实地把学生教好。”父亲语
重心长地说道。

校长李兴良向吴波介绍了学校的基
本情况，学校有 6 个班 126 个学生，90%的
学生都是苗族，加上吴波有7个老师，在教
学中，要苗语和汉语相结合。因为教师
少，所以吴波要上四年级的语文、数学、道
德与法治和三、四年级的英语。吴波听
后，蒙了，毕竟他不会苗语，这样的教学任
务难于上青天。后来，在学生的引导和其
他教师的帮助下，吴波能够听懂和说一些
简单的苗语，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学生
们也渐渐适应了他的上课方式，吴波也渐
渐适应了这里的生活。一个学期后，学生
的平均成绩从二三十分提高到了80多分。

教育之光照亮成长之路

让吴波记忆最深刻的，是一位叫小毅
的学生。

自小毅的爸爸妈妈离婚后，他变得不
爱学习。后来，吴波多次家访，与小毅的
奶奶热络后，奶奶对吴波说：“我把孩子交
给你了，希望你能带他成才。”转而对小毅
说：“你要好好听老师的话，要不然以后长
大了，成不了才。”

吴波深受感动，说：“没事，我会像对
自己的亲人一样爱护他、支持他、鼓励他

学习。”后来，小毅每个周末都去找吴波。
吴波单独辅导他，还做饭给他吃。小毅的
转变非常大，学习很积极，后来取得了全
县第六名的好成绩。

小娟是鲁家湾的，家庭条件特别困
难。她爸爸过世了，妈妈出去打工了，由
奶奶带着，一天不好好学习，只知道玩。
有一天背书的时候，吴波单独把她留了下
来，因为她家离学校比较近，路上也安
全。后来，小娟跟吴波说：“老师，不是我
不爱学习，而是回家去都要做很多家务
活。爸爸走了，妈妈出去打工了，爷爷奶
奶也老了，放学回家就要做家务，没时间
学习啊！”吴波通过多次家访，确定情况属
实，就跟她爷爷奶奶说：“孩子的教育才是
最重要的，希望你们能够多给她一点学习
的时间，让她多学习一点知识。”

毕业照相时，小娟问：“老师，我可不
可以照相？”吴波说：“可以。只要你喜欢
就可以，但是要交 2元钱。因为摄影师是
学校单独请来的。”她说：“我没有钱”。吴
波说：“没事，老师帮你出。”后来，小娟考
得很好，考上了旧城镇中学的加强班。类
似于小娟这样的留守儿童数不胜数，吴波
通过与学生及学生的家长多次交流，不断
取得学生和其家长的信任，让孩子们开
心、快乐地学习。

“我家比较重视教育，‘家人有文化，家
才会兴’，这是父亲告诉我的。我要用这种
思想去影响学生，让他们多学习，让他们走
出大山，让他们过上一种新的生活，让整个
寨子的人都过上幸福的生活。所以，我一定
要好好教书，成为学生的铺路者。”

用大爱唤醒向善向美的灵魂

“老师，收不收钱？”
“一分钱不收，只希望你们多给他们

一点时间，让他们好好学习，把成绩搞上
去才是最重要的。”

……
小会的家庭比较困难，

兄弟姊妹多，她妈妈是聋哑
人，不识字，沟通起来特别困
难。吴波多次去她家家访，
每次去集镇，她家是必经之
路。向小会家的邻居了解情
况后，吴波说：“我需要你们
给我点时间。”

放学的时候，吴波每天
都要加一节课，辅导小会等
人。每天辅导一科，语文、数
学等学科轮番进行。1 个月
下来，他们的成绩进步了一
大截。吴波自忖：“付出还是
没有白白浪费，以后还要用
这种方式辅导其他学生。”

提 及 如 何 打 开 学 生 心
扉，吴波说：“下课的时候，我
带他们打乒乓球或者做其他
活动，慢慢地就跟他们打成
了一片。后来，他们就跟我
交心谈心，把家里的情况都
跟我说了。只有了解学生家
里的情况，我才能好好引导
他们和他们的家长。”吴波跟
学生们说：“只要你们好好学
习，任何事情都能够解决。
我可以跟你们的家长沟通，
让他们给你们时间好好学习，让你们做一
些你们愿意做的事情。”

有一段时间，吴波借了牛和驴把地翻
了，学生问：“老师你要做什么？”他说：“我
要种地。春天播种，秋天就会有收获，就像
你们一样，春天好好学习，把学习的种子播
下去，到秋天，就会有收获。”“老师，我们明
白了。我们要努力地学习，才会取得好成
绩。”后来，学生们的学习劲头一天比一天
足，那年，他们的考试成绩名列全镇第一。

2017 年春，吴波因教学成绩突出，被

调到旧城小学任教。临走时，有的学生甚
至揪着吴波的手说：“老师，你不要走，我
们会乖乖的，你就教我们……”学生们都
哭了。“我以后会来看你们的。”当年，安排
监考的时候，工作人员特意把吴波安排去
监考他原来教的班级。吴波买了些东西
带着去，学生们特别高兴。“那种离别重逢
的心情，真的很难过。”吴波幽幽地说。

20年来，吴波做出了平常人难以做到
的不平凡的事，在苗族、回族同胞心中为
新时代青年树立了维护民族团结和加强
道德建设的榜样。

用心用情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记者 杜恩亮

吴波与学生在课堂上互动。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