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湖北省阳新县枫林镇
一个农村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
家庭”。这个家庭家风好、学风
好，8 名子辈中，有 2 人取得博士
后学位，2 人取得博士学位，1 人
取得硕士学位，3 人取得本科学
历。一家出了多名博士的传奇
在当地广为传颂。

家庭的男主人叫刘时粘，现
年 75 岁，是个阅历丰富的人，曾
务过农，在工厂打过工。他高中
毕业因病不能参加高考，失去了
上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后通过
自身努力在镇卫生院工作。他
爱人柯爱秋是个地地道道的农
民，地里的农活、孩子的成长她
一样没少操心，总是以一种女性
特有的细腻和慈爱默默地操持
着这个家。

刘时粘、柯爱秋夫妇育有
二 儿 二 女 ， 日 子 虽 过 得 紧 巴
巴 ， 有 时 甚 至 连 肚 子 都 吃 不
饱，但刘时粘夫妇从来不放弃
对孩子们的学习教育，遇到没有
钱交学费和生活费，刘时粘就向
亲戚朋友借。“知识改变命运，农
家孩子要想有出息，只有靠读
书。”一有空，刘时粘、柯爱秋夫
妇就用这些朴素的道理提醒懵
懂的孩子们。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老师。夫妇俩深谙此理，特别注
意自己的言行，始终保持家庭的
温馨和睦，力求用良好的家风涵
养孩子们的心灵。

“父亲是个不善言辞的人，但父亲有写日记的习
惯，也喜欢阅读。小时候，我经常看到父亲在埋头写
作，他先后出版个人作品集两部，这对我们的学习有积
极的带动作用。”刘时粘的小女儿刘宏慧回忆道。

刘时粘这种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追求上进的精神
不仅影响了孩子们，给孩子们树立了好的榜样，也逐步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他从一名乡镇卫生院的职工逐步
成长为该县人民医院的副院长、县卫生局纪委书记。

“对成绩差的孩子不放弃、不抛弃，而是给予更多
的关注和关爱，去激发孩子的学习热情，最后终有成功
的一天。”谈起家长们常常遇到的这一棘手的育子问题
时，刘时粘深有感触地说。

刘时粘长子刘宏达在初中阶段学习不够刻苦，考
取了普通高中。刘时粘对他没有放任自流，而是给予
更多的关爱。每次从书店回来，刘时粘总是不忘给刘
宏达买一些爱看的书籍，并在书的扉页上写上“少壮不
努力，老大徒伤悲”等格言警句，让他珍惜现在的美好
时光，发奋读书。

柯爱秋对刘宏达的生活更是关怀备至。柯爱秋每
个星期都会专程跑几十里路，给刘宏达送去肉汤补身
子。刘宏达十分感动，于是发奋学习，学校宿舍熄灯后
仍打着手电筒学习，每天至少比别人多学 3 个多小
时。刘宏达的学习劲头上来了，高中毕业时以全县文
科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理想的大学。

“永远保持一颗进取心，不要自我满足，是孩子们
取得更大进步和走向成功的关键。如果不保持一颗进
取心，我家的孩子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就。”在 8 月 28
日该县关工委举办的“教子有方”报告会上，刘时粘的
精彩发言赢得了全场的阵阵掌声。

刘时粘的大女儿刘宏英中专毕业后找了份舒适
的工作，一时放松了学习。刘时粘发现这一情况后
找 她 谈 心 ，要 她 继 续 深 造 以 适 应 未 来 时 代 发 展 需
要。在刘时粘的鼓励下，刘宏英经过 8 年努力，先后
取得了大专和大学文凭。次子刘宏宇大学毕业后找
了份不错的工作，自认为满足了，但刘时粘教育他要
有长远眼光。后来通过努力，他考取了武汉大学新
闻学博士，现在供职于新华社广东分社。长子刘宏
达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在父亲的鼓励下，
又获得硕士、博士文凭。

在浓厚的书香家庭氛围熏陶下，刘时粘的大女婿
袁群明边工作边学习，取得了清华大学自动化博士学
位，后又取得博士后学位，现在美国芝加哥某金融机构
任电脑软件工程师。大媳妇陈亚军边工作边学习，顺
利取得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过多部专著。

如今，刘时粘的 4 个子女均已成家立业，但分居在
美国、武汉、广州等地。考虑到子女们工作繁忙，家庭
缺乏帮手，刘时粘和老伴辗转各个子女家，当起了子女
们的“后勤兵”，好让子女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工作。老两口虽闲不下来，但却获得了更多的幸福感。

文/彭书桃

清晨 6 时许，天空刚刚泛起鱼肚白，
几声鸡鸣打破了重庆璧山八塘镇三元村
的宁静。“嘎吱”一声轻响，王大志推开了
五保家园的大门，他的肩头扛着比他还高
的扫把。他这是去扫路，路干净了，走的
人才会更舒服。

太阳渐渐露出了脸，空气跟着变
热，王大志额头、脸上挂满了汗水，他
一边扫一边费力地喘着粗气，“人老了，
身体跟不上了。”这条 5 米宽、40 米长
的水泥路，王大志扫了近半个小时，直
到连一颗石子都看不到，他才坐下来歇
口气，熟练地从兜里摸出烟斗，把早已
备好的“叶子烟”拿出来裹一裹，用火
柴点上。这烟叶 14 元一斤，每次抽一小
截，一斤能抽上一个月。

王大志是个补鞋匠，住在五保家
园。这条路是他出钱修的，花了 4000
元 。 逢 赶 场 ， 补 一 次 鞋 5 毛 钱 到 1 块
钱，4000 元是他 3 年的收入。“我补了
一辈子的鞋，没多大能耐，修这条路，
算是做一件好事，报答乡亲们，报答党
和政府的恩。”王大志说。

修路心结

王大志修的这条路是条支路，没有名
字，路的一头连接着三元村的村公路，另
一头连接着石板小道，通向八塘镇。走这
条路到镇上，比村公路要近 1 公里多，人
要少走 10 多分钟。乡亲们赶场、孩子们
上学，都是走这条路。过去这条路烂，晴
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虽然只有 40 米
长，但是异常难行，不少人走这条路，都摔
了跟头。

王大志走这条路走了 70 多年，真正
想要修这条路，是在去年的一个雨天。
那天傍晚，天已经黑了，王大志干完农
活回五保家园。同村的 7 岁娃三儿背着
个小书包，手里拿着作业本，坐在路口
哇哇大哭。

王大志一把将三儿抱起来，“娃，你咋
啦？”

“爷，我在路上摔了，刚写好的作业全
掉泥汤里打湿了。”

三儿哭得可伤心了，他害怕明天又要
被老师骂。三儿的衣裳和作业本满是泥
浆，肯定是摔了个屁股朝天。王大志安慰

他，“别哭了，回头爷把路修好，就摔不着
了，快回家吧！”三儿点了点头，一边抹眼
泪一边走回家去。王大志回头看着这坑
洼不平的泥巴路，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
把这路修好！

今年 5 月初，三元村村公路改造完
工，多年的泥巴路变成了干净平整的水泥
路，村民们欢呼雀跃。但是大伙走惯了的
这条支路却不属于改造的范畴，路旁的几
户人家商量着：每家出点钱，把路修了！

出钱修路

5 月 9 日下午，王大志从镇上回来。
很远就听到院坝里又在“开会”，村里都商
量几天了，也没出个结果。“我家又没买
车，路修不修，对我没多大影响，我不出这
个钱！”“几代人都走过了，现在就走不过
了？哪个提出修就哪个给钱！”⋯⋯说着
说着，几户人竟吵起嘴来，眼看就要动手。

“大家好好商量嘛！”王大志走进去，
想当和事佬。“你一个外人，关你什么事！”
一个年轻人吼道。是的，确实不关王大志
的事。五保家园位于路边，王大志只是一
个过路的，而那几户人家是被路“穿过”的
人家，他们才是修路的决定者和最大受益
者。“修路多少钱，我出了！”王大志火了。
现 场 顿 时 安 静 了 ，然 后 又 沸 腾 起 来 。

“4000！叔，你要出这钱？”大家喊来修路
的包工头胡天富也在。“我出了！明天就
拿给你！”王大志回家了，把藏在箱底的存
折翻出来，这个存折他很久没动过了，不
知道受潮没有。

第二天早晨 7 点不到，王大志就等
在了八塘场镇的银行门口。9 点半，王
大志取了钱回到院坝，院里的几户人家
来了，五保家园的邻居们来了，有些不
常见到的乡亲也来了。当着大伙的面，
王大志把 4000 元崭新的人民币，一张
一张地数给胡天富。胡天富给他开了一
张收据，用圆珠笔写的，字迹工工整整。

“开工！”胡天富一声大喊，大家还
没缓过神儿来，搅拌机就发出轰隆隆的
声音，淹没了人们的议论。到了傍晚，
一条宽 5 米、长 40 米的水泥路就打好
了，泥巴路彻底不见了。王大志长舒一
口气，像了了一桩多年的心事。那晚，
他睡得特别香。

修路报恩

“4000 元你得挣 3 年，把辛苦挣来的
养老钱一下子就拿出去了，不心疼吗？”五
保家园的邻居问他。“不心疼，高兴！”王大
志说，前两天院子里的赵家嫁女儿，开进
来十多辆车，要是换成以前那条烂泥巴

路，肯定不行！
“你现在都七十几了，还能走多少

年嘛！”
“乡亲们要走，孩子们要走，子孙后辈

们都要走，值得！”王大志笑了，邻居也跟
着笑了。

为什么肯花这么多钱修这条路？王
大志说，他想报恩。1972 年，王大志突发
大病，全身水肿，路都走不得，眼看着就要
不行了。邻里乡亲赶来探望他，给他抓药
的，带来老母鸡的，帮他洗衣做饭的，王大
志一一记在心头。生产队长和村支书隔
三差五就给他送钱来，100、200、400,最
后一次送了 800 元，王大志记得很清楚，
他们说，这是政府给的，让他把病养好。
几个月后，王大志奇迹般地站起来了，病
好了。治病一共花了 3000 多元，他自己
出了 1000 多元，政府和乡亲们给他筹了
2000 多元。他说，是政府和乡亲们让他
捡回了一条命。

那之后，王大志开始学补鞋子，把自
家的土地让给乡亲们种。“我在坡上种了
些菜，还有包谷，吃不完的担到集市上卖，
还能换点儿小钱。”王大志说。

刻碑记功

“这条路是你出钱修的，大家都会记
得你！”

“孩子们上学再不怕摔跟头了，谢谢
你做了好事！”⋯⋯

路修好以后，王大志出名了。
“我只是一个补鞋匠，出不出名跟我

没什么关系。”王大志总是不在意地笑
笑。修路的包工头胡天富花了 600 元，
给王大志刻了功德碑，记录王大志修路
这件事。刻碑的人问胡天富，修路才
4000 块钱，刻碑就花 600 块，值吗？胡
天富说，值，王大志在做好事，我也想
为他做点事！

八塘小学的退休老师幸世英，写了一
首诗送给王大志，诗的名字叫《凡人善
举》：五保家园王大志，古稀矍铄勤为事。
补鞋种菜不休停，节俭生活集储资。村路
泥泞惹众怨，议商修建遭刁难。王翁慷慨
千金献，乐善好施美誉传。

幸世英的诗被做成木牌，挂在了五保
家园活动室的墙上。有来五保家园探望
的客人，老人们会领他到活动室，一边细
细品读这首诗，一边向客人讲述当时王大
志捐钱修路时的情景。“他只是一个补鞋
匠，补了一辈子的鞋，就修了这条路。”老
人们津津乐道。

随着电影《超能陆战队》的热映，片中
的机器人“大白”一夜成名。凭着呆萌的
外表和善良的性格，大白俘获万千粉丝，
被影迷们昵称为“萌神”。而在几年之后，

“大白”或许就会来到你身边，这并非天方
夜谭，因为在上海未来伙伴机器人有限公
司的专家陆杰看来，现在已经有成熟的教
育机器人走进校园，再经过几年努力，机
器人将可以成为孩子学习成长中不可缺
少的伴侣。

陆杰之所以有如此自信，是因为他们
推出的“新一代系列智能机器人教育服务
平台”已经在各地校园中广泛应用，并会
很快进入普通家庭中。陆杰介绍，新一代
系列智能机器人教育服务平台采用了全
球首创的快速搭建方式，搭建过程不用工
具也不用一颗螺丝，学生能在 20 分钟内
快速搭建出一个仿生类教学项目。

在位于上海漕河泾开发区的上海未
来伙伴机器人有限公司内，记者看到了多
款该公司自主研发的教育机器人，它们的
形状姿态各不相同，有的像蝎子、有的像
小狗，还有的就是缩小版的智能导盲车、
声控楼道灯⋯⋯“这些东西没有一样像

‘人’，也可以叫机器人吗？”面对记者的疑
问，陆杰解释说，“机器人并不是都是像电
影《终结者》里面的形象一样。按照通行
的解释，能够自动执行工作的机器装置，
都可以称为机器人。你看到这些像小动
物一样的机器人叫仿生机器人，那些类似
导盲车一类的可以叫做服务机器人。一
般来说，从应用环境出发将机器人可以分
为两类：制造环境下的工业机器人和非制
造环境下的服务与仿人型机器人”。

未来伙伴成立于 1996 年，公司成立
初期，社会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机

器人产品，要实现机器人进入家庭还很遥
远，公司就想从教育机器人切入，先让孩
子开始熟悉了解机器人。“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开设了以

‘智能机器人比赛’为内容的全新课程。
这种课程面向全校开设，三四个学生组成
一个小组报名，每个小组发一套器件，简
单教授后由学生自主学习、设计、制作机
器人参加该课程设立的比赛。这门课程
得到了学生的热烈欢迎，同时这种课程形
式开始向中小学扩展。”未来伙伴创始人、
董事长恽为民说。

在详细考察和学习了美国机器人教
学模式后，恽为民又调研了国内中小学校
目前的课程体系。他注意到，中国的基础
教育也正在发生巨大变革，从延续了数千
年的以知识为核心的教育逐步向以能力
为核心的教育演变，知识成为学习的载体
而不是目标，以能力为核心的教育更强调
以学生为主体的自我体验过程，由此，恽

为民和他的团队开始研发适合中国教学
和实践的教育机器人产品。

“既要让孩子自己动手把机器人拼
装起来，还要让孩子自己动手编程序，让
机 器 人 动 起 来 ，这 确 实 是 难 题 。”陆 杰
说。他随手拿起一个拼装部件说：“我们
的主要部件都是六面搭建，以立方体为
基础结构件，确保搭建中不用螺丝，也能
保证搭建的模型更专业。”他一边说，一
边拼装：“这些部件，每一个都要经过上
万次的拼插测试，内行人只要拿起几个
部件，随手拼插一下，就知道这款产品的
品质到底如何。”

在研制硬件之外，未来伙伴公司历经
近 5 年的反复尝试，并经过实际试用之
后，在 2001 年发布了全球第一套智能机
器人操作系统 ASOS，这也是中国唯一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机器人操作系统；同年
发布全球第一款标准流程图机器人编程
软件 VJC1.0，流程图式的编程方式让学

生能够非常轻松掌握机器人编程，能够让
机器人动起来，行走、转弯、“听”和“看”。
同时，这种编程方式能够在 C 语言和流程
图之间一键转换，兼顾了高水平孩子的编
程需求。

一边是机器人软硬件开发，一边是机
器人教育课程开发。为了适应中国的教
育体系，未来伙伴公司与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多所师范
类院校联合开发教育课程，建立教育机器
人教师合作培养计划，并合作建立了一套
完整的课程、教材、考核评价体系。2002
年起，未来伙伴率先在北京、上海的 10 所
中小学合作试点，与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
教材发展中心、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所、
各省市教科院教研室合作，先后编写了
40 多套机器人教材、教辅。目前全国有 1
万多所学校的课堂配备了该软件的早期
版本服务于教学和实验课程。此外，从
2000 年开始，未来伙伴公司每年牵头组
织“能力风暴杯”中国教育机器人大赛，同
时积极与教育部的机器人课程等方面建
立合作。

“教育机器人是个全新的产业。”陆杰
说，除了开拓国内市场之外，未来伙伴的
教育机器人也拿到了美国、英国、意大利
等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订单，与全球 31
个国家建立代理合作模式。展望未来，未
来伙伴在教育机器人领域继续开拓之外，
还将延伸到机器人应用的各个领域，努力
让各类型机器人能够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上海未来伙伴机器人公司：

让“大白”帮助孩子学习成长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本版编辑本版编辑 闫闫 静静 郎郎 冰冰

邮邮 箱箱 jjrbzggs@jjrbzggs@163163.co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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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报 道 请 扫

二 维 码

重庆璧山八塘镇三元村的新鲜事：

补 鞋 匠 修 路 记
本报记者 吴陆牧 通讯员 张承刚

阳新有个

﹃
博士家庭

﹄

刘时粘夫妇荣获“全国最美家庭”称号。
（资料图片）

孩子们和未来伙伴在一起。 （资料图片）

△ 只要有空，王大志都会把

这条路扫一扫。

◁ 王大志正在街上为乡亲

们补鞋。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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