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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师德，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呕心沥血；师德，是在希望田野上的辛勤耕耘；师德，是放飞理想的巨大力量；师德，是用灵魂塑造灵魂

的壮丽写真……

由中央文明办主办、中国文明网承办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2012年8月“中国好人榜”日前揭晓，辞去银行正式工作倾心照顾山区

400余名留守儿童的校长汪育红、身患绝症6年却从未离开课堂的太湖县女教师汪先爱等登上荣誉榜。今天，让我们一起来走近她们，感受她们对孩

子们点燃的爱，如一盏灯，照亮别人也温暖着自己。

根据安徽省援疆工作统一安排，为实施

好“百名专家学者赴新疆培训工程”项目，安

徽省教育厅组织一批特级教师、国培教师和

优秀校长赴新疆和田皮山县讲学，进一步推

动双语教师队伍建设。我有幸成为其中一

员，在省教科院副院长徐贵亮的带领下，我

们一行十人赴疆讲学。

皮山县是安徽省的援疆对口县，位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最南端，距乌鲁木齐1800

公里，是新疆最南端的边境贫困县，多是戈壁

和沙漠，气候干燥，多风沙少雨水。同时那里

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十分匮乏。从2010年至

今，安徽省已向这里输送了178名援疆干部。

尤其是援疆教师，每年都有30位教师来皮山

支教。我们这次入疆，不仅看到了援疆教师

的坚守，也感受到了新疆教师的苦与乐。

该县教育局挂职的副局长邵曙光向我们

介绍了援疆老师的情况。他说：安徽老师来新

疆支教，需要面对众多困难。由于自然环境恶

劣，饮食习惯不同，老师们还会经常出现厌食、

食欲不振等情况。面对困难和挑战，老师们没

有退缩，没有埋怨。他们立足现实，积极探索，

积累经验，做好示范。为了维族孩子的发展，

支教老师认真钻研教材，积极寻求和尝试新的

教学方法，热情与维族教师交流，共同进步。

由于历史、自然等多种原因，皮山长期与

内地交流不多，“双语”教学师资力量薄弱。按

照省教育厅要求，我们每人都有专题讲座，我

为那里的老师们作了“新课程背景下探究课堂

教学的有效性”、“中学语文教学设计案例解

读”、“同课异构”等讲座。皮山的学生基础较

差，有些学生对学习不感兴趣，甚至有的家长

也不支持。新疆教师不仅要教书，更多的时

候，他们要劝说固执的家长，要把流失的学生

找回来。我们慢慢地理解了他们的苦与乐。

在皮山，我们参观了安徽省援建的正在建

设中的职业学校、公共文化中心等项目，这可

是在戈壁滩上兴建的新城区，十分壮观。为了

皮山教育事业的发展，援疆干部和老师，呕心

沥血，倾注全力，奉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援疆是一种向往、援疆是一种责任、援

疆是一种奉献、援疆是一种友谊、援疆是一

种学习、援疆是一种收获……短短几天的新

疆之行，广大援疆教师的一言一行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安徽省广大援疆教师们在西域大漠坚

守宁静的心灵，铸就精神的家园，他们值得

我们学习。 合肥十七中 陈岩

孩子们让她幸福泪流

2005年8月，育鸿留守儿童学校正式开

办，就引来不少留守儿童纷纷前来“定居”。

理想很美好，但要付诸于行动却非常

困难。家人的一致反对，资金困难，师资短

缺，以及各种社会舆论压力，让24岁的汪

育红尝尽了酸、甜、苦、辣。

但要给留守儿童一个家的信念，却从

未在她心里动摇过。在朋友和家人眼里，

汪育红是坚强的，在创办学校最难最苦的

时候都没哭过，但是面对孩子，汪育红心中

那根最软的心弦总是被不经意间拨动。

汪育红知道，汪洋的文化课是基本补

上了，但他缺少的关爱更需要弥补，汪育红

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着他，节假日也

把他带回家感受家的温暖。慢慢地，他的

笑容多了，也开朗了。教师节的时候，他塞

给汪育红一张贺卡，贺卡上只有两个字：

“妈妈”，那一刹那，汪育红泪流满面。

泪水又一次次流淌在汪育红的脸上。

2006年的12月，汪育红怀孕了，家人轮番

做工作要她回家休息，但她依然坚持在自

己的岗位上，就在临产前的头一天晚上，她

还在给孩子们辅导家庭作业。

这个家她身兼数职

后来，办学点有原来的一个增加到两个；

学生人数由当初的二十多人迅速发展到现在

的400多名，最大的17岁，最小的才5岁。

在这个“家”中，汪育红身兼多职，在安

全上，她是监管员，和孩子们同吃同住，监

管每一个环节的安全；在生活上，她是妈

妈，手把手地教自理，整夜陪伴着生病的孩

子；在心理上，她是知心姐姐，建立成长档

案，细心观察，耐心疏导……七年多来，汪

育红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陪伴在生病的

孩子身旁,她记不清已经为多少个想家的

孩子擦去泪水。

“你觉得辛苦吗？”面对记者的提问，她

说，“这些年来，我付出了很多艰辛，但也收

获了很多幸福，我一直感动并快乐着。”

血浓于水。汪育红知道自己做得再

好，都无法替代父母在孩子们心目中的地

位，所以她制定了定期家访制度，并探索出

书信、亲情电话、网络视频三位一体化的沟

通模式，搭建亲情交流的桥梁。

笑脸就是最高的荣誉

记者了解到，7年多来，汪育红资助了

100多位家庭困难的留守孩子。有一个孩

子的妈妈在跑车时出了车祸，汪育红得知

情况后，立即免去了这个孩子一切吃住学

的费用，并给他办了学校的助学金。

育鸿学校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被联

合国儿基会、国务院妇儿办认定为“留守儿童

工作项目点”和“儿童友好家园项目点”。在

荣誉和掌声面前，汪育红显得非常平静，在她

的心目中，孩子们的笑脸就是给她最高的荣

誉，所以她要为孩子们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目前，我已经向政府申请了教育用

地15亩，计划用于改扩建学校的基础上。”

汪育红兴奋地告诉记者，学校的服务范围

和内容还有待拓展，等育鸿留守儿童综合

服务中心项目建成，留守儿童健康成长和

全面发展就会有了更良好的环境。

临产前一天，
她还在辅导留守孩子
黄山汪育红辞去正式工作，
7年只为给留守儿童一个温暖的家

七年前，汪育红偶然看到关于留守儿

童的沉重话题，她作出了一个令家人和同

事都非常吃惊的决定：辞去银行工作，创办

留守儿童学校。她决心要当留守儿童的代

理妈妈，要给留守儿童一个“家”！

几千个日日夜夜的朝夕相处，汪育红

用爱写下了一个个与留守儿童感人至深的

故事，汪育红深深地被感动着，更感受到了

一份神圣的责任。

王惠春 记者张火旺 文/图

听不到笑声闷得慌

“只要活着，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在

地处太湖县深山区的百里镇南斗小学，面

对她的学生和记者，50岁的汪先爱饱含深

情地说。

16岁那年，初中毕业的汪先爱通过全

县民师选拔招考，在南斗小学正式开始了

从教生涯。由于业绩显著，1999年，她被转

为国家正式教师。

2006年，汪先爱在青畈小学担任四年

级数学和六年级语文的教学工作。“那天，

正在六年级上课，突然感到腹部一阵钻心

痛。我连忙捡起课本，将腹部抵在讲桌角

上，忍着剧痛坚持上完了那堂课。”汪先爱记

得第一次严重病发的情景。此后，汪先爱都

是用这种办法忍住疼痛，咬紧牙关上课。

“家人和同事都劝我赶紧去医院检查，

但我考虑毕业班的课正在赶进度，等学生顺

利毕业后就有时间做检查了。”汪先爱说。

暑假到了，汪先爱去医院检查身体，被

确诊为浸润性鳞状细胞癌。“当时真是晴天

霹雳！但我最难过的不是死，而是从此可能

要与心爱的教育事业和孩子们永别。 ”此

后，汪先爱奔走于各大医院，接受手术治疗

和放化疗。每次术后醒来，她第一句话就是

问自己什么时候能回学校上课。

从医院回到家里休养期间，她总是喜

欢去离家几公里远的学校看看学生和同

事；每天下午放学后，很多学生爱到她家做

作业，她总是耐心地辅导他们。“隔几天听

不到孩子们的欢笑声，心里就闷得慌。”汪

先爱说。

坚决要求返校上课

2008年9月，在休养两年后，汪先爱坚

决要求返校上课。由于中小学校重新布局

调整，她又回到了南斗小学。单位考虑她

的身体情况，适当减轻了她的工作量。汪

先爱婉言谢绝后，主动承担起五年级的语

文教学兼班主任工作。

因为长期放化疗，她经常感冒，有时还

感到头晕目眩、腰酸背痛，彻夜失眠。为了

省钱，最近5年来，她没去医院复查过，在家

保守治疗。每天，她坚持从家走近两公里

的路赶到学校，常常汗流浃背。即使这样，

她坚持承担起三年级和四年级26个孩子的

数学教学任务。

2010年8月底，由于一场意外，饱受癌

症折磨的汪先爱腿骨骨折。开学后，丈夫

每天骑车把她送到学校后，同事们再把她

搀扶到教室坐在凳子上授课。需要板书

时，她就在小黑板上写好，再举过头顶，让

学生们看。但她从来没有缺过一堂课。

汪先爱用行动感动了山里的乡亲。重

病期间，镇中心学校为她组织募捐活动，很

多学生家长主动前往医院看望。而她则毫

不犹豫地把爱心传递给更加困难的学生。

班上有个学生患了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家

庭困难无法实施手术。汪先爱带头为她捐

款，并向社会组织募捐，手术最后得以成功

实施。

“汪老师从没以病为由，向学校提出过

任何要求。她与病魔抗争，与生命赛跑，在

大山播撒爱和知识的种子。”南斗小学校长

李友磊说。

身患绝症6年
她未离讲台一步
坚守太湖大山的女教师汪先爱在与生命赛跑

每天清晨，大别山深处太湖县百里镇

南斗小学，一位中年老师总是课间喝完难

喝的中药、然后匆匆赶到教室，微笑着给孩

子们上课。她就是身患绝症却一直坚守大

山的女教师汪先爱。 6年来，她拖着绝症

之躯，以超常的毅力坚守在教学一线，所授

学科教学水平一直在全镇名列前茅。

50岁，34年教龄。汪先爱在与生命

赛跑，为山区孩子撒播爱与知识的种子。

余家荣 记者张火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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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励壮志 大漠见真情
——记2012安徽省教育厅“专家团”赴疆讲学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