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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尺讲台上的“折翼舞者”

11年来，56岁的教师王树科拖着残疾的躯体，靠坐在椅子上给学生授课，用惊人的毅力践行着“师者诲人”的
信仰，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师德、师魂。虽然他腿脚不便，身躯伛偻，双腿变形，但在教学舞台上，他却是最美的
舞者———

□文/图 本 报 记 者 杜辉升
见 习 记 者 王德琬
本报通讯员 赵 磊 周民伟

高照中

11月17日上午，一场小雨过后，雾蒙蒙的空
气中夹杂着湿气使人们愈加感受到冬日的寒
意。

在济宁市鱼台县鱼城镇前蒋小学，孩子们
朗朗的读书声整齐而有力。记者觅声前往，来到
学校一年级教室，隔窗而望，五六十名小学生整
齐地坐在教室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黑板。讲台
上，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师坐在椅子上，侧着
身，大声教孩子们习读生字“影、前、后、跟、常”。

这位坐在椅子上老师就是王树科，今年56
岁，是一位有着30多年教龄的老教师，因患腰椎
骨结核，他不能独立行走，甚至不能长时间站
立，只能坐在椅子上完成教学工作。

靠拐杖“撑腰”站上讲台

1956年8月，王树科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
庭，1980年成为一名普通的乡村小学语文教师，
在附近村庄的多所小学都担任过老师。前年因
整合农村学校资源，王树科来到了鱼城镇前蒋
小学任教。

在2000年时，王树科突然感觉腰部疼痛，
后来疼痛得几乎无法支撑身体。王树科回忆
说，“那时候只是感觉腰疼，半夜疼得都睡不
着觉，只能整夜坐在床上，有一天实在坚持不
住了，一不小心还从床上栽了下来。”随后王
树科的病情越发严重，从腰部疼痛发展到腿部
行动不便。“走路的时候腿都打颤，一步都不
能走。”王树科说。一天晚上，王树科腰疼得
实在无法忍受了，他让妻子喊来大哥王树桥，
王树桥背着王树科连夜搭车来到了济宁市的大
医院。经过多次检查，王树科才被确诊为腰椎
骨结核，由于腰部结核压迫到了腿部神经，留
下了后遗症，他也从此丧失了健步行走的能
力。在家休息了两个月时间，他不顾家人和同
事的劝嘱，又主动回到了学校。他说：“虽然
有老师帮我代课，但也不能老麻烦人家。”因
为行动不便，他就坐在讲台上为学生们上课，
这一坐就是11年。

“我现在如果离了拐杖，就是这个讲台也
迈不上去。”王树科微笑着说，记者看到教室
里讲台也就十厘米高。教学工作中，王树科要
克服很多困难，比如站立这个动作对一般人来
说再简单不过了，但对于王树科而言却并非易
事。记者观察到，当他要起身板书的时候，必
须一手扶着讲桌，一手抓着黑板边沿，用双手
支撑着整个身体站立起来。所以每一次“起
身、站立”的动作都让身旁的人为他捏一把
汗。即便这样，王树科仍坚持拄拐进行课堂巡
视，还不时俯下身来为学生检查作业。

说起王老师，前蒋小学校长李正运的语气
中充满了敬重。他介绍，王树科不论刮风下
雨，寒冬酷暑，都坚持早早地来到学校，“他
家离学校有1公里左右，这个距离本不算太远，
可王老师的身体状况连上下台阶都吃力，又怎
能经得起如此奔波。”学校领导和老师们都觉
得王树科工作太辛苦，也担心他身体吃不消，
多次劝他病休，但都被王树科婉言谢绝了。王
树科老师说：“我和讲台打了三十多年交道，
三尺讲台虽小，却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舞台。
说到离开，我心里可真不是滋味儿。况且我还
不到退休年龄，只要我还能迈上讲台，我就要
坚持下去。”

一年级的保姆式老师

王树科说自己最舍不得的就是那些可爱的
孩子，他说，“孩子们活泼天真，和他们在一起心
情舒畅，既幸福又快乐，时间不知不觉也过得很
快。”王树科笑言，反倒是周末在家的时候感到

“度日如年”。
因为教学经验丰富，有耐心，十多年来王树

科一直教小学一年级。他说：“一年级的小同学
正是淘气的年龄，自理自控能力差，不守纪律，
要悉心照顾，出不得半点差错。”因为一年级的
小学生大都是6岁的孩子，王树科对他们照顾得

真可谓无微不至。在他的上衣口袋里，一直装着
一把小刀，每逢听写字词前，他总要问一句：“谁
的铅笔还没削？”这时，从讲台下便哗哗地跑来
一群学生，排着队让王老师削铅笔。王树科说：

“口袋里装把削铅笔刀是我多年养成的习惯，小
孩子写字不会用力，通常会把笔芯折断，他们自
己又不会削，我就帮他们削，不能耽误他们写
字。”

王树科为我们勾勒出他每天的工作剪影。
上午7点30分到教室，检查完学生早自习，他就到
办公室备课，开始了一天的语文教学活动。中午
放学，他要等最后一名学生走后，才骑着电动三
轮车离开。匆匆吃过午饭，王树科就再赶到学
校，查看孩子们是否全部到校上课，管理班级纪
律，处理同学间的小纠纷。下午4点50分放学后，
因为一年级的孩子还不会打扫卫生，王树科就
一手扶着课桌，一手拿着扫把，把教室打扫一遍
后，才关门离开。

如此循环往复又辛苦的工作并没有使王树
科的责任感降低，他说，“我一直都是班主任，学
生家长有什么事都找我，我有责任照顾好这些
孩子，有义务带好这个班级。”王树科说。在采访
期间，王树科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是：“咱就是个
很普通的老师，只是做了分内的事。”

伛偻身躯的高大背影

李正运校长告诉记者，王树科管理班级认
真负责，班级成绩在鱼城镇都是名列前茅，但他
却鲜有各种荣誉称号和获奖证书。“每次评优，
我们都要给他做工作，鼓励他参评。可王老师根
本不愿意参加。”对此，王树科解释道：“我年纪
大了，除了教好学生，别的什么都不想要，还是
把机会留给年轻老师吧。”因为默默无闻，淡泊
名利，周围的人都称王树科为“老黄牛”。

王树科身残志坚，埋头工作的事迹在当地人
人皆知，但家庭情况在周围领导和老师的眼里却
颇为“神秘”。李正运告诉记者，今年暑假才了解
到，王树科的儿子春节后查出病情，辗转北京、天
津等地进行过多次手术，光治疗费用就花了十多
万元，如今王树科的家庭可谓负债累累，一贫如
洗。即使在儿子住院期间，王树科也没有向学校
请过假，仍然坚持在学校上课。关于家里的遭遇，
王树科也从未向学校领导和同事们提起过。李正
运感叹道：“学校一共有十五名老师，他是不想给
大家增添负担，心里也放不下这些孩子。”

采访结束后，王树科很吃力地从椅子上站
起来，拿过拐杖，依靠左腿和拐杖的力量拖着无
力的右腿，慢慢地挪下台阶，颤颤巍巍地走出教
室，挪到他的电动三轮车前，再把拐杖放在车座
后面，先迈上左腿，再用手将右腿拖到三轮车
上。从讲台到三轮车的距离也就五六米的样子，
他完成这一系列的动作却足足用了二三分钟。
看着他不算高大甚至有些伛偻的身影，记者的
敬佩之情油然而生。

拄着拐杖，站在校园内看孩子们做游戏，是王树科感觉最幸福的事

□记 者 于国鹏
通讯员 段英辉 朱瑞涛 陈晶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7日，济宁市中区警方
在全区娱乐场所和旅馆业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上
透露，近期市中区公安分局又先后查处了2家
电子游戏厅，关停了3家违规经营的旅馆，4家
洗浴场所，处罚违法犯罪人员34名。下一步，
警方将根据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雷霆行
动”部署，全面强化对特种行业、娱乐场所的
管理和服务，有效预防和打击“黄赌毒”等各
类违法犯罪活动，确保全区社会治安持续稳
定。

据介绍，自2010年查禁“黄赌毒”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市中区公安分局在工商、文
化、综合执法等相关部门的通力配合下，有
力查处了一批违法违规经营娱乐场所，打击
了一批违法犯罪分子，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
用。公安机关先后组织开展了15次全局性的
集中打击整治行动，针对特定区域、特定问
题的行业专项整治行动达50余次。近期，市
中区警方又打掉两个设置赌博机的游戏厅窝
点，收缴有退币功能的赌博机120台，抓获涉
案人员40名，相关人员已全部依法处罚，收
缴机器也将全部销毁。

市中区警方表示，通过一年来的工作，全
区“黄赌毒”社会丑恶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今
后，公安机关将继续采取明查暗访的形式，加
大对娱乐场所的监管力度，防止“黄赌毒”等
治安问题沉渣泛起。市中区警方提醒广大娱乐
场所经营者，凡出现重大治安问题的，公安机
关将依法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情节严重
的将追究属地管理主责单位和主责人管理责
任。此外，各旅馆、娱乐场所还要按照规定配
齐、配强消防设施，清除各类消防隐患，畅通
消防疏散通道。

市中区警方持续
严查“黄赌毒”

□记 者 杜辉升
见习记者 王德琬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东凫山，西凫山，天连水
来水连天。多咱哭到黄水干，黄水干了立人
烟……”11月18日上午，在济宁高新技术创业
服务中心的多功能厅里，由山东美猴动漫公司
创作的动漫故事片“济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精
选”之《人类始祖》正在上演，吸引了众多动
漫爱好者特意前来观看。同日，“济宁市文化
产业示范基地”举行了揭牌仪式，这也标志着
济宁将以美猴公司为载体全力打造文化产业示
范样本。

“动漫产业是21世纪的朝阳产业、黄金产
业、优势产业。发展动漫产业，既是推动文化
产业发展、提升文化软实力、满足人民群众精
神文化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产业结构调
整、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济宁市
委常委、宣传部长刘成文在揭牌仪式上说。济
宁历史文化厚重，具有发展动漫产业的独特优
势和良好条件，有深入挖掘创作的潜力。

山东美猴动漫文化艺术传媒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9年，是济宁市首家动漫制作公司。公司
成立以来，坚持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彰显地域
文化特色，利用现代高端科技，发展原创动漫
艺术。公司充分挖掘利用济宁独具特色的地域
文化资源，目前正在研发制作36集原创动漫故
事片《孟母教子》、48集系列动漫艺术片《嘉
祥武氏祠汉画像石中的故事》等，同时还利用
三维技术虚拟复原了济宁市南旺分水龙王庙、
济宁清华洞、济宁汉碑博物馆等一些文物古
迹。公司总经理陈洪庆认为，文化产业示范基
地的建设不仅能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还能推
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济宁市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揭牌

□记 者 王佳声 见习记者 张文倩
通讯员 徐晓剑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记者从济宁市财政局获悉，
济宁市明年将投入1 . 8亿元资金，用于提高转
业士官和义务兵自谋职业一次性补助金标准、
义务兵优待金标准，落实退役士兵待安置期间
生活补助，总投入比今年增加1 . 2亿元。

据介绍，对符合国家安置条件的转业士官
和义务兵自谋职业一次性补助金标准，济宁市
将分别按照不低于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
工平均工资额的2 . 5倍和1 . 5倍的数额确定，由
民政部门在退役士兵办理自谋职业手续时发
放。对于农村和城镇义务兵，济宁市均按不低
于上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标准发放优待金，并
将于每年“八一”、春节前分两次发放到位；
对到西藏服役的义务兵，将按当地优待金标准
的2 . 5倍发给优待金；对到新疆或国家和军队
有关部门界定的高原地区服役的义务兵，按当
地优待金标准的两倍发给优待金；对应征入伍
的高校毕业生，除享受规定的义务兵优待金
外，再一次性给予本科学历2000元、专科学历
1000元的优待补助金。

对于符合国家安置条件的退役士兵，在
待安置期间，济宁市将按照当地城镇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义务兵10个月、转业士
官3个月计发一次性生活补助。退役士兵自谋
职业一次性补助金、待安置期间生活补助费
和义务兵优待金，将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由各县市区统一标准、统一发放，所需
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纳入县级基本财力
保障范围。对基本财力无法满足县级基本支
出的财政困难县，市级以上财政通过县级基
本财力保障机制转移支付给予补助。同时，
济宁市财政局将加大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
能培训经费投入力度，足额列入财政预算，
确保专款专用。

明年拨款1 . 8亿
解军人后顾之忧

□本报记者 于国鹏 马辉 王海龙
见习记者 尹 彤

去药店里取养老金？没错！近日，市中区政府
与农业银行、广联医药合作，在城区22家广联药店
设立养老金代付点，市民持卡就可以到药店里领
取养老金了。相比银行里排起的长队，在药店只
需要几分钟就可以领到钱。

取养老金只需几分钟

“麻烦你，我想取两百块钱。”11月14日，家住
市中区银都花园怡景园的吴士桂老大爷拿着自
己的社保借记卡，来到红星东路广联医药汇元
店的收款台取自己的养老金。

才等了几分钟的时间，工作人员就为吴大
爷办完了取款手续，将钱交到他的手上，“太方
便了！我家住在怡景园的12号楼，离最近的广联
药店才一里多路，比银行近，也不用排队。”吴大
爷高兴地说，他今年79岁了，虽然身体挺硬朗，但
在银行排队也有些吃不消，现在只需几分钟就
拿到了钱，比以前方便多了。

“药店里怎么还可以取钱呢？”药店里买药
的市民有些疑惑。“这是咱市中区养老金的代付
点，只要有市中区发放的社保借记卡，就可以随
时到广联医药的定点药店领取现金。”该药店负
责养老金发放业务的工作人员李丽丽解释说。

广联医药连锁公司董事长王广明告诉记

者，他们在城区约有60家药店，遍布城区，基本上
形成了“五分钟便民购药圈”。为了方便市区的
老人领取养老金，他们选择了22家规模较大、离
各居民区较近的药店作为养老金的代付点。

“工作人员进行简单的转账后，便可以将钱
支付给居民，随后再与银行结算。”广联医药连
锁公司会计胡莉娟说。

省去老人排队的麻烦

今年7月1日开始，市中区启动实施城乡居民
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与新农保、城镇职工基
本养老保险一起，实现全区城乡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全覆盖。年满60周岁、未享受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待遇的农村居民，不用交费，可以按月领取
基础养老金55元。

城区有8000多60岁以上的居民需要领取养
老金，如何让他们取钱更方便？今年9月份起，市
中区人社部门、农业银行和广联医药经过一番
协商，最终选定了22家广联药店作为城区养老金
的代付点。

“广联医药的信誉好，门店多，且靠近居民
区，政策实行方便，市民取款也方便。”谈起为何
选择广联医药作为合作单位，农行市中支行的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银行网点通常关门较早，
且业务量较大，排队的情况较为常见。虽然自动
存取款机、网上银行等对于年轻人而言不是难
事，但很多60岁以上的老人还是习惯于常规模

式。到药店取款非常简单，只要记住密码就行，
基本不用排队，还可以刷卡买药，很受老年人的
欢迎。

“这项举措刚刚实行，各个药店的业务量还
不是很大，随着居民知晓度的增加，好处会逐步
显现。”市中区人社局农保处主任张志民说。

业务办到居民家门口

“服务人群都是老年人，我们就从便民出
发。”张志民告诉记者，此前这项业务在农村
试行了一段时间，收效很好。这次在城区药店
设立养老金代付点，也是由此受到的启发。

目前，市中区享受新农保的居民有3万余
人。张志民介绍，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些居民

需持惠农卡，到农行市中支行的各个网点领取
按月发放的养老金，但是，这些居民年龄普遍
偏大，从农村到乡镇上的网点取钱十分不便。

“能否像缴纳电话费那样，采取网点合作
的方式发放这些养老金呢？”张志民有了初步
设想。于是在今年4月份，市中区人社局便在各
行政村选择信誉较好的卫生室、便民超市安装
转账电话，农民在电话上刷惠农卡，商户支付
相应款额，然后凭电子支取记录与农行结算。
卫生室里打针吃药、超市里购买生活用品，也
可直接刷卡支付。截至目前，市中区210个行政
村里均已设立了这样的转账电话。

“市民可在代付点取款或直接消费，免去
了在银行排队的麻烦。对于这些代付点而言，
银行会支付一定的费用，这也节省了银行的服
务成本，可谓一举多得。”张志民告诉记者。

药店里领养老金，真方便
济宁城区22家药店成了养老金代付点

药店里领养老金，乍一看来有点风马牛不相
及，而在市中区，这恰恰就成为了一个便民措施，
方便了一个几万人的大群体。有时候一个好的创
意，能方便很多人。

张志民，市中区人社局农保处主任，用他自
己的话说，“我是农保战线上的一名老兵。”采访
中他告诉记者，无论新农保还是城镇基本养老保
险，服务人群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老年人行动

不便，如何让他们便利的领取养老金呢？这就需
要主管部门考虑得更周全一些。住宅区里遍布的
药店、便利店和卫生室就能领取养老金，让老人
们省去银行排队之苦，确实是个好创意。

再想一想，让老百姓少排队，不必来回奔波，
还有很多领域可以借鉴“药店里领养老金”的做
法。例如住房、医保、教育等与居民息息相关的部
门，可以考虑一下。

一个好创意方便一群人
■记者手记

下课了，学生主动上前扶着王树科走下讲台
王树科的事迹被媒体报道后，省城某医院专

家专程赶来为他诊断病情每天放学后，王树科都骑着这辆三轮车回家
由于行动不便，王树科多数时间都是坐在讲

台上为学生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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