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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31日讯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长沙98岁的黄冠群老
人对这句话深有体会。 曾经是长
沙雅礼中学语文老师的他， 从未
在学生们的心中离开过。 曾经教
导过的学生们经常会去养老院探
望他，84岁高龄的学生刘泽甫因
为身体状况不好，不能亲自看望，
每日通过微信传达祝福， 连住院
期间祝福也不会缺席。

今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采访
两位老人， 感受这一份浓浓的师
生情。

84岁的学生每天问候不间断

“我是1952年进入雅礼做语文
老师。”虽然接近百岁的高龄，但眼
前的黄冠群爹爹眼不花耳不聋，说
起话来既有条理又中气十足。

兢兢业业做了一辈子老师的
他， 早已桃李满天下。“我的学生们
年纪也都不小了，我怕麻烦不让他

们来，结果他们就四处打听，硬是
找到了我住的养老院来看我。”

“84岁的刘泽甫自己身体不
好，不能来看我，这两年每天都在
微信上发早晚祝福。” 黄爹爹熟练
地操作手机：“早上好， 黄老师”“晚
安，祝您有个好梦，黄老师”一条
条祝福微信都被认真珍藏着。

黄冠群告诉记者，退休之后，
家中的小辈教会了他使用微信，
平时没事的时候他就会用微信和
学生们交流。“刘泽甫这个孩子还
是细心， 为了班上的学生和我交
流更方便还建了微信群。 大家都
知道我喜欢看新闻听戏， 怕我无
聊， 学生们就在群里发新闻链接
和戏曲给我。”黄爹爹坦言，现在
和学生们的交流已经成为了他现
在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

学生们向老师取长寿经

“我这两年身体越来越差了，

没办法去看黄老师， 所以就选择
了这种方式表达祝福。” 几经辗
转，记者联系上了84岁的刘泽甫，
他告诉记者， 黄爹爹是他的高中
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因为自己是
班长， 和老师的接触也比班上其
他学生更多一些。

“当时我们是寄宿制管理，黄
老师不仅要管我们的学习， 还要
关心我们的生活， 对我们真的是
好得没话说， 我们现在记挂他也
是应该的。” 刘泽甫告诉记者，这
两年他每天起床之后和睡觉之前
都会给老师发送微信送上祝福，
连生病住院期间也没有忘记。“现
在我和黄老师年纪都大了， 每一
天对于我们来说都很珍贵， 所以
我希望老师每天都很开心。”

“你看我现在身体还不如老
师，老师走路连拐杖都不用，我们
还经常向黄老师取经， 如何保持
健康长寿！”

■记者 田甜

84岁学生每天问候98岁班主任
“每一天对我们来说都很珍贵，希望他每天都开心”

直到今年5月，“无动于衷”
的孩子们与龚美慧的心终于连
在了一起。

5月21日， 亲妹妹的病故，给
了人到中年的龚美慧一记重拳。
送走妹妹， 龚美慧第二天照例早
早来到学校，陪学生们出操时，龚
美慧腿直发软地倒在了跑道旁。

人群中，龚宇伸手递给龚美
慧一张纸巾，“老师，你别哭。”这
个平时最爱和她顶撞的孩子，此
刻却紧紧抱住老师。顿时，班里
所有学生都围过来抱成一团，师
生双方什么也没说，就这样在一
起抱了10分钟。

上课铃响，所有学生都进了
教室， 龚美慧站在教室门外，流
泪、抽泣，久久无法平复情绪，她

不想把脆弱的一面展现在孩子
们面前。

当龚美慧走进教室， 全班同
学集体站起， 给她送上一本写满
祝福语的笔记本。“老师，您的每根
白发里都有一个顽皮孩子的故
事， 愿我们的祝福能让您的笑容
多一丝欣慰。”再也禁不住的龚美
慧失声痛哭， 谁说1808班没有种
子选手？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种子！

当期末考试的成绩公布时，
走廊尽头的1808班像是在庆祝
他们的成人礼一般欢呼，“我们
是全年级第一了！” 所有人涌上
讲台把龚美慧围住，大声地喊出
了高一时开不了口的话：“谢谢
您，女神龚妈妈！”

■科教新报记者 曾玺凡

坚守职校教学一线35年

龚美慧：用爱浇灌出“种子选手”

龚美慧，女，土家族，1965年生，民盟盟员，张家界旅游
学校教师。从教35年来，她扎根中等职教一线，率先创设
“现场导游科目”教学，创立的“课堂+景点景区+旅行社”教
学模式一直引领全国同类学校同类专业的建设。2020年，
荣获首届“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称号。

●名片

坚守教学一线

8月22日，张家界国家森林
公园断断续续下了几场雨，55岁
的龚美慧走过游道旁的水杉林，
顺着参天的树干抬头仰望，露水
滴落在她眼角的皱纹上。

“35年前第一次带学生来这
里实训时，这排水杉都还是小树
苗。” 这位张家界旅游学校的骨
干教师，是张家界景区五千余名
持证导游的师傅。在她35年的职
教生涯里，用爱浇灌了无数职校
孩子心中渴望改变命运的种子。
大树参天，始于向阳蜕变。

龚美慧的父亲龚华池是上
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 毕业后
坚守教坛38年，待人善良，对事
业忠诚。这些优秀的品质让龚美

慧耳濡目染，终身受益。
“那天她突然失声了， 请了

一个礼拜的假，直到毕业后我们
才知道她是去做了声带手术。”
学生向小倩印象很深。2017年，
龚美慧声音嘶哑着带领班上31
名学生考取导游证，通过率远超
全国平均水平。

为了学生，为了教育，龚美
慧超负荷地付出了她所能付出
的一切。从教35年，她除了休产
假外，年年都在教学一线。

“我想让这些来自单亲、离异
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拥有美
好的未来。”面对日渐出名后多校
抛来的橄榄枝，龚美慧一一婉拒。
“只有职校的学生才更需要我。”

用爱感化叛逆

“种子选手？ 他们班怕是找
不到哦。” 这是龚美慧担任整个
年级排在末位的1808班班主任
时， 其他任课老师发出的叹息。
上课睡觉、顶撞老师、打架生事
……1808班学生集诸多陋习于
一身，不少学生处在自我放弃的
边缘。

廖文琳（化名）从高一起便
公然与学校的规定抵抗。那是开
学的第一周，不愿做早操的她带
领全班同学集体“罢工”，龚美慧
让不做操的同学们都去做俯卧
撑， 廖文琳也挡在大家前面。直
到上课铃响后，她才露出胜利者
的笑容， 和大部队一起进入教
室。

“老师你放弃我吧， 我真不

想学了。”龚宇（化名）高一最爱
做的事儿就是借机溜出学校上
网。“她越管我，我越恨她，大不
了揍她一顿。”

可龚美慧从不责怪龚宇，她
知道每个叛逆的孩子都有不想长
大的原因。龚宇初三那年，哥哥罹
患尿毒症，整个家因病致贫，父亲
也畏难抛下母子三人出走。

不放弃的龚美慧从早操起
就开始鼓励他，“我相信你”“你
最棒”， 课间也会抓紧一切时间
与他谈心。“你不要放弃啊，妈妈
都还在苦苦撑着这个家，努力学
习毕业后才能帮妈妈分担！”一
个学期， 两个学期……渐渐地，
龚宇浑身的力气不再用在顶撞
老师上，逃课上网也不再频繁。

付出终获回报

▲ 8 月 21
日，龚美慧（中）
与学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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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每一位楷模都将带来榜样的力
量!”8月30日下午，首届“湖南省教
书育人楷模” 发布暨宣传启动仪
式在新湖南大厦举行。 这一活动
的目的是引导广大教师回归教书
育人的初心使命， 更好地向全社
会展现新时代湖南教师群体的新
形象， 从而让全社会更好地关心
关爱教师， 理解支持教育。（详见
本报8月31日 A03版）

“师者， 所以传道授业解惑
也”，韩愈的《师说》一文将教师的
社会功能一言以蔽之———为人启
蒙、言传身教、教化正人。中国社
会对教师的尊敬是毋庸置疑的，
荀子提出“天地君亲师”的地位排
序， 说明了教师在社会价值秩序
中的崇高地位。

教师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

个活的环节”， 对整个社会发展起着
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的劳动对社会
精神文明建设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
现代社会中，生产力的竞争，就是科
技的竞争，而科技的竞争就是人才的
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的竞争。

教师的地位是崇高的， 但工
作也是艰辛的，三尺讲台，一方黑
板，几十年如一日。尤其是随着教
育工作的不断改革， 加诸教师身
上的教学要求更加严格， 工作标
准也相应提升，除了书本教学，素
质教育内涵和范围的扩大， 也促
使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模式， 以适
应现代教育的发展。 更别提还有
不少扎根边远偏僻贫困地区的教
师，他们拿着微薄的薪水，在极其
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教学， 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努力， 也让我们
看到了教育的初心。

在此次的推选活动中， 对获
得奖项的教师们来说，“捧着一颗
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是他们
对教育事业的共同信念，“师之所
存，道之所存”则是他们在职业生
涯中一致践行的育人道路。

当然， 除了获奖的这些教师
之外， 还有更多的教师像他们一
样， 在讲台上挥洒汗水与青春，用
自己的智慧启迪人、用自己的言语
教化人、 用自己的行为影响人。教
育， 本身就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颗灵
魂唤醒另一颗灵魂。列宁曾把教育
现象称之为“永恒的范畴”，教师对
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永恒的，
希望我们能对他们更多一些敬意，
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投身教育，培养
出更多的优秀人才，让国家越来越
强大。 ■本报评论员 张英

以他们为表率，让教育越来越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