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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之乡最美教师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乡村学校的教室虽然简陋，可在我眼里却是一座
神圣的殿堂。”济宁市任城区唐口中学教师王红云站在
三尺讲台，负起责任干好“良心活”，用她对学生的爱
去书写大写的“人”字。

29年前，中学毕业时，受当老师的父亲的影响，王
红云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把三个志愿全都填上了师范学
校。“只要听到一声老师，我就感到手中的粉笔沉甸甸
的。”为了讲台下求知的学生们，王红云不得不把孩子
送入全托幼儿园，一别就是几年，甚至在父亲离世前，
仍然投身于备考工作中，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给学生一碗水，自己得有一缸水。”王红云抓住
每一个机会，不断锻炼自己、提升自己。2001年，济宁
市组织初中历史课件制作比赛，还不懂得什么是课件的
王红云，从电脑开机、关机起步学起，最终取得了全市
第一名的好成绩，打破了乡村教师没有得过一等奖的记
录，并成为济宁教育界的焦点话题，“一位不知名的乡
村教师竟然获得一等奖”。

为了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王红云平时不仅自费订

阅了《历史研究》《历史教学问题》等大量理论刊物，
她还背起行囊自费到威海、日照、泰安、德州等地去听
省级公开课。

2013年，王红云同时担任两个班的班主任，还担任
初四级部主任，工作特别忙。针对初三期末考试总成绩
全区倒数第一的现实，凭借多年的思考和实践，她大胆
提出了“学科捆绑，单科突破；班级捆绑，整体推进”
的策略，针对这届初四学生基础薄弱、低起点的现状，
提出了在课堂上实行“小步快跑”的应对措施。这一
年，全体初四教师刻苦钻研教材和教辅资料，从教材中
跳出，从题海中回眸，自编学案式课业纸，分层施教。
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层设题，逐步形成了以化学学科
为领跑的“课业纸”教学模式。王红云和同事们的努力
没有白费，当年，济宁市的中考状元花落唐口中学这一
乡村学校，任城区前十名，该校有两名学生跻身其中，
各科成绩均名列前茅。

功夫不负有心人。近年来，王红云先后获得济宁市
教学能手、市优质课一等奖，“山东省特级教师”等荣
誉称号，多次参加济宁市名师送课下乡活动，并在《中
学历史教学参考》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0余篇。

王红云：

把简陋教室当神圣殿堂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坐落在汶上县东北部的白石镇明德小
学，是一所偏远山区的镇中心小学，得益于
学校教师业务水平的提升，该校生源呈现
快速增长趋势，创造了同类乡村学校中的
奇迹。

“无论是多年扎根山区的老教师、还是刚
毕业分配来的研究生，都努力通过培训学习，
谋求专业成长，寻找山区教师这一职业的幸
福感和尊严感。”校长毕耜海将学校的发展归
功于教师们默默无私的奉献精神。

为了让山区孩子享受与城区孩子同等
优质高效的教育，白石镇明德小学启动了
以提升教师业务水平为核心的四大教育工
程，即青蓝工程、继续教育工程、骨干教师
和名师培养工程。为提升教研组团队的实
力，明德小学经常组织教研组成员顶着风
雨严寒到几十里外的县城或者其他乡镇拜
师求技，请名师指点提升教学艺术；很多青
年教师为了提升个人专业发展，自费到外
市或外省聆听专家讲座、观看优质课展评。

在明德小学，无论是老教师还是青年教师，
都把课堂当作师生生命共享成长的舞台，
把三尺讲台作为个人价值彰显的阵地。

毕耜海专门提起了该校数学老师谢红
梅的经历。凭借着精湛的教学水平，谢红梅
很早就成为县里最年轻的高级教师，镇教
办想让她离开教学一线，专职当教研室主
任。但谢老师坚决反对，她说：“课堂也是教
研的主阵地，我更希望在一线搞教研。”直
到现在，谢老师还一边担任着教研室的工

作，一边担任着毕业班的数学教学工作。在
这个教研氛围浓厚的学习型团队里，很多
青年教师快速成长，他们用扎根山区、守护
生命的教育梦想托起孩子们多彩灿烂的幸
福人生。

山区孩子大部分是留守儿童和外来打
工子弟，有的是爷爷奶奶照顾孩子衣食，孩
子们的精神生活缺少关注。为此，白石镇明
德小学提出了“用师爱润泽生命 守护每
一个生命成长”的理念，组建了“爱心妈

妈”团队。每一位任课老师分工负责，包
干到人，负责学生学习，帮助他们解决生
活问题，与他们进行情感沟通。有的孩子
的妈妈在外面打工到深夜才能回家，“爱
心妈妈”就让孩子们在自己身边用完晚餐
后，给他们辅导完作业，再送他们回家。
学校门口交通拥挤，“爱心妈妈”设立了
文明交通岗，每天迎接、护送学生上学放
学，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成为山区一
道亮丽的风景线。

■师德师风建设示范学校

汶上县白石镇明德小学:

让山区孩子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教师是立校之本，师德是教育之魂。
一所学校的魅力，不光来自它的环境、成
就，更来自代表学校精神的师德、师风、师
魂。”9月10日，作为济宁市师德师风建设示
范学校的代表，曲阜市防山镇土门小学校
长徐海俊在济宁市庆祝第33个教师节大会
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曲阜市防山镇土门小学位于曲阜市最
东部的偏远山区，与泗水县只有一山之隔，
多年来一直是曲阜市重点帮扶学校和省改
薄项目学校。学校下辖教学点一处，在编教
师23人，其中18位是青年教师，平均年龄32
岁；在校学生共计412人，来自周围的7个山
村。

由于学校地处偏远山区，部分老师到
校时间较晚，因此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风

霜雨雪，作为校长的徐海俊都会在每天早
晨6点20出发，赶在学生到校之前到达学
校，在校门口迎接学生，带领学生们打扫卫
生，整理教室，从无例外。

因为学校辖区地理位置偏远、经济条
件落后等原因，学校里留守儿童、家庭困难
学生，甚至孤儿数量比较多。为此，土门小
学专门建立并完善了“四必访”“三结合”的
家访制度，即贫困家庭必访，单亲家庭必
访，留守儿童必访，伤残学生必访，逐步形
成“普访、专访、随访”三结合的工作机制。

更令人感动的是在教学岗位上坚守的
老师们。几年前，孔凡河老师了解到教学点
缺老师的情况后，主动找到徐俊海，并表态

“教学点偏远，条件艰苦，但我更了解那里
的情况，还是让我去吧，你放心，咱耽误什
么也不能耽误了孩子……”自此，孔凡河来
到了教学点，当起了全科教师，这一干就是

3年。现在距离他60岁退休只有一个月了，
他告诉徐俊海，“校长，你放心吧，我退休也
不离岗，保证把这个学期的课上完上好”。

教务主任东黎老师，有段时间身体不
好，需要去济南看病。但她放心不下早已安
排好的工作，早晨才去济南看病的她，不听
医生和家人的劝阻，中午便从济南坐高铁
回来，到学校加班加点弄材料到很晚，第二
天再赶往济南继续看病。大家都劝她别这
么拼命，可她却说：“大家都在尽力，我怎么
能搞特殊呢？”

汗水浇灌育桃李，喜看硕果满枝头。
2012年张承富老师荣获首届“曲阜市人民
满意教师”称号；2015年胡振河老师获得了

“曲阜市人民满意教师”称号；2015年东黎
同志荣获“曲阜好人”称号；而徐俊海也陆
续获得“济宁市师德模范”“曲阜好人”“济
宁市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

曲阜市防山镇土门小学:

为村里娃撑起爱的天空

□ 本报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扎根尼山脚下27年，放弃了多次选调入城的机会，
曲阜市尼山镇昌平中学教师刘振强不仅在本职的教育岗
位上做好传道授业，更是积极投身于传统文化宣讲，做
一名乡村儒学讲师。

回忆起自己刚参加工作时的情形，刘振强并没有被
艰苦的条件吓退。“上班路上有时碰上大雨天，难走的
路段满是泥泞，自行车都骑不动，只好扛着车子走。满
脸雨水，一步一滑，跌跌撞撞，心里还着急，别误了上
课。”让刘振强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老教师贴在宿舍墙上
的一幅字，“就寝思教”。顾名思义，就是睡觉时也想
着教学。这让刘振强很受启发和教育。

作为孔子的家乡人，刘振强立下了“要让尼山的教育
对得起孔子出生地的荣耀”的誓言，积极投身于传统文化
教育的实践，让“学孔子，做君子”成为该校的一大亮点。

发展学校文化，关键是要落地落实落到学生心里，

培育君子人才。刘振强的做法是通过课题研究进行长期
规划引领。2016年，历时3年，他与同事一起完成了山
东省专项课题《学孔子做君子校本研究》。2017年，刘
振强又主持了《孔子教育思想融入学校文化的校本研
究》，这是今年曲阜市唯一被批准的山东省“十三五”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为了做好国学播种人，每天放学一回家，刘振强就打
开国学点读机跟读《大学》《中庸》，并四处拜师学习。还与
曾超等同事、群友一起读背《论语》，跟读、抄写、反思，忙
得“不亦乐乎”！在他的带领下，曲阜市尼山镇昌平中学设
计开展了君子章、君子情、君子志、君子行、君子台等活
动，鼓励学生做爱国志远、孝悌养亲、仁爱友善、勇敢正
义、感恩明礼、质朴诚信等少年君子。

作为乡村儒学的热心追随者，刘振强深入乡村为百
姓宣讲儒学孝道，在“乡村儒学”“百姓儒学”等讲堂
宣讲儒学，被评为曲阜市“十佳儒学讲师”，在国家教
育行政学院国学培训班等介绍经验。

刘振强：

“就寝思教”做国学播种人
■相关链接

为大力宣传济宁教育系统“静心教书、潜心育人”的先
进典型和“淡泊明志、甘为人梯”的师德楷模，济宁市委宣
传部、济宁市教育局联合组织开展了“孔孟之乡最美教师”
评选活动。

经过层层推荐，由市评审委员会评定，决定授予王红云
等30名教师“孔孟之乡最美教师”荣誉称号；授予张海燕等
76名教师“孔孟之乡最美教师”提名奖。

□记者 吕光社 赵德鑫 报道

济宁评选

30名“孔孟之乡最美教师”

图为王红云与学生们在一起。

图为刘振强在学校内指导文学社创作。

近年来，济宁各级各类学校始终秉持
“师德为先、能力为重”的工作理念，全市
师德师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为鼓励先进，树立典型，经广泛推荐和
综合评审，市教育督导委员会决定，授予济
宁市第八中学等30所学校“济宁市师德师风
建设示范学校”称号。

□记者 赵德鑫 吕光社 报道

■相关链接

济宁表彰

30所师德师风建设示范学校

□ 本报记者 孟一

要说当今路面上最行色匆匆的职业，当属争分夺秒的
外卖小哥。他们每天接触最多的，除了店家和客户，就是
那一盒盒香味四溢的外卖了。

“每天最少也要接十几单，发现变化最大的就是包装
盒。现在用纸盒打包的越来越多，已接近2成。”张磊是
有着两年从业经验的“老骑手”，他说，从塑料袋到塑料
盒，再到现在最流行的可回收纸盒，包装盒的变化不仅反
映了外卖行业的日趋规范，更显现出店家环保和文明餐饮
意识的持续提升。

“现在外卖量蹭蹭地往上涨，打包盒的用量也越来越
大。拿一份普通的套餐来说，米饭一个盒，菜一个盒，例
汤一个盒，随便一单就得用上三四个盒子，都用塑料制品
装的话实在太不环保了。”考虑到这些问题，济宁九州町
餐饮店专门定做了符合自家外卖菜量的纸质可回收包装盒
和玻璃饮料瓶，虽然成本比原来高出了两块多钱，但他们
还是觉得有义务为“舌尖上的文明”买单，向广大客户传
递一种文明正能量。

行走在今天的济宁，不论是在街道两旁的宣传栏还是
餐厅的餐桌上，随处可以看到“光盘行动，拒绝‘剩
宴’”“吃光盘中餐，不做‘剩男剩女’”之类的宣传
词。而大小餐厅，也都推出了小份餐点、适量点餐提示
等，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已然成了一种新时尚。

“北方人讲究排场，请客吃饭，随便点上三四个菜总
觉得面子上说不过去。现在好了，点的菜量稍多一点，餐
厅服务员就会叫停。”济宁市民孙亚洲坦言，“光盘行
动”重在行动，贵在“持之以恒”。

广大以盈利为目的的商业性餐厅都亲力亲为，学校、
单位食堂等也都亮明了自己的态度。记者在曲阜师范大学
看到，学校专设了文明监督岗，监督各种文明用餐行为。
学生们不仅“量力而食”，还会在就餐后自觉整理餐具，
学校也专门为饭量小的女生准备了“女生餐”，点滴细节
都在践行用餐文明。而在济宁高新区管委食堂，很多员工
做到了少用或不用一次性餐具，每月为食堂节约一次性餐
盒100个、纸杯200个、筷子500多双。

今年以来，济宁市发动城区各类餐饮服务单位开展
“节俭养德全民节约行动”，印制并发放集核心价值观、
行业规范、光盘行动、投诉举报等为一体的宣传张贴画
64800张；“节俭养德”“文明餐桌行动”提示牌45550
个，营造了“勤俭节约、文明用餐”的良好氛围。

外卖小哥：

近2成打包盒换成可回收纸盒

□记者 张誉耀
通讯员 王勇 范文杰 报道
本报济宁讯 为积极响应济宁市“质量月”活动，9

月5日，济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开
展出入境人员传染病预防科普讲座。保健中心围绕自身工
作特点，针对出境务工人员的传染病防控意识薄弱开设了
健康科普讲座，从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传播风险、疾病危
害、如何预防以及提高防控意识等方面进行了详尽讲解。
通过实例、图片、文字等形式，多渠道向出国务工人员这
一出境传染病易感群体普及了传染病防控常识。同时邀请
出境务工人员参观医学检测实验室，了解检测流程，特别
是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以及疟疾的检测方法。

记者了解到，自今年4月1日检验检疫部门对“法定预
防接种、监测体检”对象实施费用减免以来，济宁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共对符合条件的399人进行了免费体检，对53
人进行了免费黄热病疫苗接种，对所有健康证书、预防接
种证书、入境人员验证证明等免收证单费，为有需要的出
入境人员免费填写英文表格等，共计减免各类费用40 . 8万
元。

济宁国际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开展出入境人员健康科普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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