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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平台

有道是“一事能成便英雄”。再过5年，我
将步入花甲之年，回忆过往，我没有什么惊天
动地的业绩，也与“英雄”沾不上半点边，但我
做了一件事，一干便是 20年，这就是当编外

“教师”，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
我有一哥一姐一弟，下一代共有 6个孩

子，从他们取得的学历上来说，4个是全日制
硕士研究生，2个是全日制本科生。我的职业
虽然不是教师，但6个孩子的成长都得到了我
的教诲，倾注了我的心血，承载了我的付出。

我的哥嫂早年在中铁四局工作，常年奔
波于湖南、安徽等地，很不利于孩子求学，
1995年大侄女倩倩初二时，由淮南转到临汾
求学。

我清楚地记得，哥哥满怀希冀地对我说：
“把倩倩托付给你，你一定要把她培养成才，
她如果学业无成，我们这个小家庭也看不到
希望了。”

我知道哥哥的话里包含着多么重的分
量，我嘴里吐出轻飘飘的三个字：“我知道。”
但在内心深处，暗暗较劲：“我一定要让她将
来有出息，一定会的……”

由此，拉开了我长达20年编外“教师”的
序幕。6个孩子节节高，倩倩排行老大，带她
那年我 31岁，直到老六 2014年高考结束，我
才谢幕，那年我51岁，整整20年。

回顾梳理孩子们的求学历程，我心绪难
平，感慨万千，是啊，女儿的中考、高考，2个
侄女的中考、高考，2个外甥女的中考、高考，
1个外甥的中考、高考，甚至他们考研的动态
和情景都深深地记挂在我的心里，犹如昨日，
一幕一幕，清晰可见。

20 年里，当初我那个 70 平方米的小房
里，老大考走了老二来，老二考走了老三来
了……左邻右舍都羡慕地称赞我家是大学生
之家，人才的摇篮。

20年里，我极具耐心，同他们一起学习，
一起攀登，一起成长，不温不火，不慌不忙，不
急不躁，挑灯鏖战，宵衣旰食，夜以继日。

20年里，我不只给他们讲数理化，讲政史地，而且还激情澎湃地
讲励志故事，讲人生哲理。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来，我就一遍接着一
遍讲。

我给他们讲《劝学篇》，让他们知道水滴石穿，绳锯木断，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的道理……我给他们讲《三只鸟》，让他们明白同时起
飞的三只小鸟，最后落在树上的成了麻雀，留在云端的成了大雁，飞
向太阳的成了雄鹰，命运不同，缘于自我要求不同的道理……我给
他们讲《盲人点灯》，让他们懂得盲人心中装着一盏为别人着想的明
灯，帮助别人也是帮助自己，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的道理……

孩子们吃饭时我在讲，洗漱时我在讲，外出游玩时，一边欣赏着
美景一边也在讲。

起初，他们感到厌倦、感到反感，甚至感到愤怒，但天长日久，日
积月累，每个人心里都积攒下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具有深刻思想内
涵的趣闻轶事，经意或不经意间已在他们脑中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当他们尝到甜头后，又主动要求我讲。

特别是每年盛夏，在我家小院中那棵白杨树下纳凉时，看似东
拉西扯的闲聊，寓教于乐中孩子们增长了知识，陶冶了情操，许下了
誓言，潜移默化中孩子们也形成了积极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孩子们慢慢地成长起来了。

记得那年女儿中考，语文科目考完汗涔涔地跑回家后，兴冲冲
地说:“爸，我今天考得特别好！”

我故作镇静地反问：“凭什么说自己考得好？”
女儿眉飞色舞：“你不是给我讲过《成功的门》的故事吗？”
女儿显得非常得意：“今天作文题目就是：世上有多种多样的

门，有成功的门，有失败的门……请以门为题，写一篇文章，自拟题
目，字数不少于600字……”

女儿继续说：“当我看到这个题目后，马上想到了你给我讲过的
故事。”“什么故事？”其实，我真的忘了我给她讲过这则故事。

但讲者无意，听者有心，女儿记住了。
接下来，女儿把这个故事大致复述了一遍：1968年，在墨西哥奥

运会的百米赛道上，美国选手吉·海因斯打破世界纪录的一刹那，跪
在地上摊开双手激动地对着苍天说了一句什么？当时在场的 400多
名新闻记者，竟没有一个人去捕捉这个镜头。16年之后，一个影像资
料员出于好奇，去采访吉·海因斯，起初吉·海因斯一头雾水，甚至否
认当时说过什么。资料员打开录像带帮他回忆。吉·海因斯猛然想起
来“我说的是：上帝啊！那扇门原来虚掩着。”谜底终于揭开了。

“所以，我起的题目就是《成功的门是虚掩的门》”女儿说。
“我的作文中运用了这个素材，而且运用了虎头——猪肚——

豹尾的布局，你说能不得高分吗？”女儿更加得意。女儿还天真地说，
报纸上刊登出满分作文，说不定就有她的，要我留意。

那年，女儿的作文到底得了多少分，不得而知，但她语文单科得
分很高，难道能说与此没有关系吗？

冰心曾说：“成功的花儿，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
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孩子们如饥似
渴地学习着，我循循善诱的启发着，一年又一年，我们共同流下了许
多的汗水。

经历一番寒彻骨，得到梅花扑鼻香。一转眼，多年的辛劳终于在
不同的时段修成了正果，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长大了，高考了，将要
离开了。我和孩子们一个接一个的商量着填报志愿，以致于后来就
连我的七大姑八大姨抑或八竿子打不着素昧平生者的孩子填报高
考志愿，也找到我的门下，每年的那几天，真的是门庭若市，好不热
闹。

如今，6个孩子如同他们少年时见证他们成长的那棵白杨已长
成参天大树一样，孩子们现在天南地北，开枝散叶，在各自的岗位上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出着彩、发着光。

也有一些同事或朋友讥笑我死脑子、一根筋，可我就是愿意做
关汉卿笔下的铜豌豆：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
铜豌豆。我就是这样的意志坚定，痴心不改、无怨无悔，人生倘若有
来世，我还这样……

写此文时，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成长
除了学校老师的教育之外，家长的陪伴与配合是多么多么的重要。

家庭教育的缺失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一些人把孩子的教育完
全寄托给学校和老师，自己当甩手掌柜，这也是大错特错的，不是有
那么一句话吗“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我想，一个不重视教育的家庭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家庭，一个不
重视教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不重视教育的国家是
一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只要我们每个人从自己做起，从家庭做起，为
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
一定能实现！

我是一位 40后,在 70多年的人生岁
月里，我亲身经历了解放前、解放后以及
改革开放四十年，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四
十年我们国家所走过的光辉历程，目睹
了家乡改革开放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
化,,对教育的变化尤其感受极深。

我是 1952 年 9 月进本村小学读书
的。当时，能进校读书是万分幸运的事，
但也是十分艰难的事。我们的学校设在
日本鬼子烧过的破庙里，4个年级只有 3
间大的一个教室，40多个孩子挤在一起，
由一个老师上课，美其名曰“复式教学”。
1956年 7月，我考入邻村连村完小，教室
是新建的，男女生宿舍由庙殿改建，因此
上厕所要结伴而行。后来进入初中和临
师，住宿条件虽有变化，但都是大通铺，
10多个人，20多个人睡在一条大土炕上，
且不说生活上的不便，仅虱子、跳蚤的侵
扰就常常让人苦不堪言。那时的教学环
境差，教学设施设备同样很差。读小学
时，我们的乒乓球案是门板，球网是几块
砖头，跳绳的绳子是父母捆麦子的麻绳。
课间休息，男同学玩“碰腿”，“石头、剪
子、布”，女同学玩“丢沙包”“跳方格”，上
体育课最多的活动是“丢手绢”。看看如
今的校园，且不说城里学校，就是农村小
学，也是四季花香、优美整洁，更不用说
电脑、投影仪、空中课堂等等，这都是我
们当年听也没听过的事情。

看到当今父母对孩子上学读书的重

视，我不由也想到自己的父母。我的父母
解放前上过学，也读过几天书，识得几个
字，所以对子女的教育还是比较重视的。
我的大哥能读完初中，后又读中专，是我
父母卖掉城内的门面房而做到的，这在
当时是超人之举。后来由于生活所迫，父
母只能生计第一、读书第二。到我二哥
时，由于家境困难，二哥考上了汾城完小
要去上学、母亲不让，以至气昏了过去，
后来二哥不得已退了学。到我上学读书
时，连到邻村上完小都上不起，父母要把
我送到一个经济条件较好的邻家改名换
姓做儿子，因我坚决不去，后把用过的钱
还给了人家。上中学时，因拿不出30元的
开学学费，父亲在外做了10天的苦工。每
每想起这些遭遇，我常常泪流满面，感恩
父母。只是，父母从未送我上过学，对我
上学后的情况很少过问。记得上小学是
在本村，我每天都是 5、6点去上学，天很
黑，我独自上路。中学时，离家20里，即使
白雪皑皑的隆冬，也是我深一脚，浅一脚
地在雪地里独行。父母很少问我学习中
的事，回家后第一件事就是赶快让我去
给牛割草，或到生产队干活挣工分，以补
家用。我14岁时进入初中读书，为了减轻
家庭负担，每逢假日都要跟上几个同学
去找活干挣钱，或装火车，或当车夫，或
清仓库，什么活能挣钱干什么活。犹记得
母亲对我一次最好的奖励是给我煮了一
个鸡蛋，那是我读完小时，9门功课9门5

分（当时实行 5分制），考了全班第一名。
母亲拿着我的奖状说给我煮个鸡蛋吃。
后来，我考上了临汾师范，别人给我送来
录取通知书时，我正在磨坊当毛驴拉磨，
母亲说：“儿啊！你命好，鲤鱼跳进了龙
门。”这就是我当年求学的经历，想想现
在的孩子，父母接送，陪读，每到假期，出
国旅游的比比皆是。想一想，比一比，看
当今父母对孩子学习重视程度，再想想
我的当年，真是天壤之别啊！

我们那个时代，学校实行的是选拔
制，除小学一年级入学不考，每个更高等
教育的校门都是以考选拔。当时对高考
态度是“一颗红心、两套准备”。即考上上
学、考不上回家种地，或进厂做工。小学
升完小，我们班 10个同学考上 7个；完小
升初中，我们班 48个同学考上 11个；初
中升高中，师范（当年中专不招生），我们
班 50个同学考上 8个。听说我们初中毕
业那年，我们学校100个高中毕业生升入
大学的仅仅 4个学生。可见选拔之残酷，
升学之艰难。如今的中小学是义务教育，
凡在此年龄段有失学者，追究学校责任，
更要追究父母的法律责任。即使残疾儿
童，也必须进特教学校读书。现今高中、
大学虽是选拔制，但上学的途径很多，考
不了高中、大学，可以进中职（中专）、高
职（高专）。可以说，只要想上学，条条道
路可成才。

说到教育，难免提到师资水平。我读

小学时，我们的老师是一位旧制人员，学
识水平不低，教得也很认真，每天放学都
要给我们讲一段岳飞的故事，同学们很
爱听，我受益匪浅。但他不会讲普通话，
满嘴方言，使我至今“红、黄”的读音难
分，后虽有老师纠正，但收效不大，及至
从教以后常有误人子弟之愧。在我们那
个上学读书年代，虽然国家要求中师毕
业教小学，大专毕业教中学，本科毕业教
高中，但往往难以达到，特别是农村更难
以达到。不少地方还有小学毕业教小学，
中学毕业教中学，高中毕业教高中。而这
今这种现象也绝迹了。前些天我听一位
高校的负责人说：现在大专毕业到小学
教书，本科毕业到中学教书都不容易，竞
争太激烈了。对于高中学校，唯研究生、
博士生才可以敞开门户。即使上岗后的
教师也还是要不断研修、培训，否则，很
难胜任工作。据资料显示，2018年中央专
项彩票公益金实施支持中小学乡村教师
能力提升培训项目拨给临汾市的经费就
达 1000多万元，这还不算每年的专项培
训经费。可见国家对教师的要求之高，教
师的执教水平的确在不断提高。

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将一
条更好、更公平的教育之路在我们脚下
铺展开来。我相信，教育必将朝着更高质
量、更加公平、更有特色、更可持续发展
的方向奋力前行，教育的明天一定会更
加美好。

本报讯（记者 刘 晚） 近日，记者从市卫计
委获悉，全省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工作转型发展现
场交流会在翼城县举办。省卫健委相关负责人、
全省 11个市计生协专职副会长或秘书长和 3个
国家级、23个省级计生基层群众自治示范县（市、
区）计生协负责人参加了现场交流。

当天上午，与会人员先后到翼城县的郑庄
村、牢寨村及城内村就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工作情
况进行了现场观摩。在下午举办的交流会上，翼
城县就本县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工作作了经验交
流，与会的市县计生协负责人就新时期计生基层
群众自治工作如何转变发展进行了研讨交流。

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计生基层群
众自治工作的任务和要求，实现工作理念、工作
内容和工作方式上的转变，融入全面两孩政策的
落实，融入健康中国、健康山西建设，融入脱贫攻
坚战略和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服务群众“最后一
公里”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张 阳） 近日，蒲县人民医
院组织了2018年度护理人员同工同酬考评。考试
采取笔试+面试+工龄职称综合考评的办法，提高
护理服务质量，促进医院护理工作全面、协调、持
续发展。

据悉，此次考试是该院第二次组织同工同酬
考试，旨在激励临床护理人员全心全意为患者服
务。此后，该县每年都将举办考试，逐年解决临床
护理待遇问题。本次参考的23名护理人员经过严
格审核，最后有5名护理人员脱颖而出，享受到了
2018年度同工同酬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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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计生基层群众自治工作

现场交流会在翼城县举办

蒲县人民医院

组织同工同酬考评

新华社武汉12月3日电（记者黎
昌政）入冬后天气越来越冷，专家提
醒，寒冷天气会诱发青光眼，冬天“全
身只有眼睛不怕冷”的说法并不科学，
眼睛也要注意防寒。

今年70岁的张先生一直有早起晨
练的习惯。几天前他一如既往地6点半
起床，7点准时出门锻炼，到了中午头
疼不止，还伴有呕吐症状，以为是感
冒，吃了些药也不见效。到了傍晚还出
现眼睛胀痛、模糊的情况。

在武汉爱尔眼科医院检查发现，
他视力下降、眼压高，被诊断为双眼急
性闭角型青光眼。通过住院药物降压
之后，头疼、呕吐的症状缓解，眼压也

得到控制。
武汉爱尔眼科医院青光眼科主任

吴作红说，寒冷刺激可通过影响植物神
经，使眼压大幅度波动、房水排出减慢
诱发青光眼，并因寒冷使人体血管生理
性收缩、血管痉挛导致眼底视网膜供血
不足，加重青光眼的视神经损害。

随着天气变冷，急性发作青光眼
患者增多。“许多病人因视力下降、眼
睛胀痛、头昏不适、恶心、呕吐等症状
前来就诊，相当一部分病人以为是患
上了急性肠胃炎、感冒、偏头痛等疾病,
因而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吴作红说，

“喜欢锻炼的中老年人每天最好等太
阳出来、气温升高后再适度参加户外

活动。”
专家还提醒，当有冷空气来袭时，

有青光眼病史的老年人，应注意避免
从温暖的室内立即到寒风凛冽的室
外。外出时可在楼道或门口稍微站一
会，让身体慢慢适应外界寒冷的环境。
外出时还可戴上眼镜，使眼睛少受寒
冷空气的刺激。一旦发现自己有眼胀、
头疼等不正常现象，应及时到医院检
查。

本报讯（记者 刘 晚） 11月30日，乡宁县老
干部局组织的离退休干部免费体检活动圆满结
束，该活动保障了离退休干部的身心健康。

据悉，此次体检经乡宁县委、县政府研究决
定，于 10月 26日——11月 30日组织全县离退休
干部分别在乡宁县人民医院、乡宁县莉轶医院分
批进行免费体检。针对老干部高龄化、人员多、行
动不便等特点，乡宁县老干部局积极与体检机构
沟通协调，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制定精准体检方
案，认真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乡宁老干部局多年来十分重视老干部的身体
健康情况，针对近年来血糖血压高态势，组织专家
进行健康科普活动，帮助老干部及时发现问题，实
现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在为期 5天的体检
中，该局派出专门人员负责老干部体检事宜，做到
全程陪同、合理分流，帮助老干部顺利完成体检。

乡宁县老干部局
组织离退休干部体检

寒冷天气会诱发青光眼
眼睛也要注意防寒

日前，在乡宁县西坡镇
卫生所，临汾同仁眼科医院
的医务人员在为村民检查
眼睛。连日来，市卫生与计
划生育委员会联合临汾同
仁眼科医院和乡宁县西坡
镇政府，开展了“爱心助力，
精准扶贫光明行”爱心义诊
活动，通过筛查眼部疾病、
建立健康档案以及为村民
送去慰问品等活动，让山区
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享受到
一流的医疗健康服务。

本报记者 闫锐鹏 摄

12月2日，在汾西县僧
念镇薛家庄村卫生室，医护
人员正在为建档立卡的“双
签约”贫困村民进行健康体
检。根据该县的建档立卡农
村贫困人口健康扶贫“双签
约”服务协议书，镇卫生院
每年至少对签约家庭进行
一次家庭健康状况评估，并
根据评估结果，对签约家庭
的重点人群制定个性化的
健康指导方案，该县的“双
签约”服务受到了老百姓的
称赞。

本报记者 郭 霞 摄

“双签约”

保驾护航

“光明行”
精准扶贫

一位“40后”眼中的教育变迁
张巨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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