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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季 的 中 原 大 地 ，寒
风凛冽。在河南省扶沟县白
潭镇敬老院内，一个瘦小麻
利的身影，穿梭于每个院民
的房间，不停为怕冷的五保
老人添加铺盖——她就是敬
老院的院长陆新梅。

现年 64 岁的陆新梅，担
任白潭镇敬老院院长已经
23 个年头。23 年来，她把五
保老人的冷暖时刻挂在心
上。何时该添置夏衣冬被，
她提前做好准备；老人的生
日她记在笔记本上，准时备
办酒菜，为老人祝寿；老人有
了病痛，她请医拿药，忙个不
停；冬季里，她一夜起来几
次，担心哪位老人被子没盖
好；盛夏晌午，她从没休息
过 ，担 心 哪 位 老 人 受 热 中
暑。为老人端屎端尿、洗衣
梳头、铺床叠被等，对她来说
更是家常便饭。

住在敬老院里的老人，
很多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为
让这些老人都能过上幸福的
晚年生活，陆新梅千方百计
满足他们的要求，做他们的
孝顺女儿。70 多岁的老人
陈喜积劳成疾，患了奇怪的
腿病，无法行走。陆新梅每
天用架子车拉着他到医院治
疗，整整拉了 4 个月。老人的腿一天一天好起来，自己
能拄着拐杖站起来走动，他感激地说：“你不嫌苦不嫌
累，真比俺亲闺女还要亲啊！”

陆新梅把每位孤老都当做自己的亲人，既当院长，
又当女儿。老人去世，她要为他们理发、剪指甲、洗面、
掏耳朵；每到清明节，还要为老人祭扫。82 岁的岳吉
利老人弥留之际把她叫到床前，送上“梅子，你要活
120岁”的祝福话语，来表达对她的深深谢意。

23 年来，办院遇到多少困难，只有陆新梅自己知
道。2002 年，国家取消农村提留，养老院的经费也“下
乡入村”，无法保障。很多人建议陆新梅解散养老院，
连老支书都劝她：“新梅，别干了，你有能力又肯干，去
找点别的事干吧。”然而，看着一个个无家可归的老人，
陆新梅怎么也狠不下心。最终，她把家里 10 多亩地种
出来的粮食拉到敬老院，还置办了打面机、压面条机，
对外经营，来贴补敬老院经费的不足。

为给老人改善生活，陆新梅带着员工和院民开荒
种地、养鸡养羊，让大家不仅能吃上时令蔬菜，还能一
周吃上几顿肉蛋。在敬老院厨房的西墙上，挂着老人
每周的食谱：青菜炒肉、白菜豆腐、炒鸡蛋，包子、馒头、
米饭、杂粮油饼⋯⋯不但菜不重样，主食也每天都有新
变化。为让老人吃得新鲜，陆新梅带领员工每天早早
就开始烙油饼、包饺子⋯⋯一直忙到老人都吃完饭。

在敬老院干活，又脏又累，收入也低，每人每月工
资仅有 800 元。找不到员工，陆新梅就动员自己的亲
戚邻居来，除了老伴和儿子、女儿，还有娘家的侄女、女
儿的婆婆。让陆新梅最感动的还是儿媳冯翠霞，为不
给婆婆增加负担，她在附近的小学上班，还动员自己的
父亲来院里帮忙。

由于工作突出，陆新梅多次被评为“中华孝亲敬老
之星”、河南省敬老院管理先进工作者、周口市“十佳好
媳妇”等。今年 3 月，她还荣登中国好人榜，成为孝老
爱亲的先进典型。

河南扶沟县白潭镇敬老院院长陆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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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7 岁的徐明是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视障

资源中心的一名教师。两岁时，她因高烧仅存微弱视

力，后投身特殊教育工作。徐明说，让残疾人能够学到

自己喜欢的专业，同健全人共同学习，是她学生时代的

梦想。而今，她要让这个梦想在学生身上成为现实。

徐明克服种种困难，为视障大学生制作英语、特殊

教育等专业教材和盲文试卷。2005 年，在她制作的教

材支撑下，盲人大学生全纳教育在长春大学实施。10

余年间，徐明制作盲文教材近百册，制作盲文试卷万余

份，校方也为她更新了盲文打印机等辅助设备。

徐明说：“未来，盲人学生一定能完全融入高等教

育中去，拥有更美好的生活。我会和同事一道努力，给

学生提供更多支撑，为他们争取平等追梦的机会。”

图为徐明通过盲文打印机打印盲文教材。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让视障学生平等追梦

冬日暖阳照进武警总部烟台疗养院
的大院里，孙书伟老人拉着救命恩人杨红
荣的手久久不愿松开。历经 84 天的艰难
寻找，在烟台市媒体和社会爱心人士的帮
助下，两位善良的人又见面了。

事情要从今年 9 月 7 日说起。这天下
午，武警总部烟台疗养院司机班班长杨
红荣和战友们在滨海路上进行体能训
练，由于腿部有伤，杨红荣跑在队尾。
经过第二海水浴场附近时，忽听有人大
喊：“救人啊！”杨红荣循声望去，只见
远处海面上，一位老人在海浪中拼命挣
扎，情况十分危急。

杨红荣没顾上多想，脱掉上衣和鞋
子，向海面跑去。风大浪急，他刚跳下去
就感觉水深不见底。此时已是深秋，海水
冰凉，杨红荣不顾一切用力向老人游去。

求生本能使得老人在挣扎中胡乱抓

住杨红荣的肩膀和手臂，不住地把他往
水下按，杨红荣连着呛了几口水。他定
了定神，抱住老人的腰部，双脚踩水，
把老人推送向岸边。当他已经能够踩到
水底时，因为体能消耗过大，脚下一滑,
跪倒在地。

此时，岸边群众和老人的家属立刻围
上前来，有的拿来干衣服，有的递上矿泉
水。杨红荣看见老人已经脱离危险，便悄
然离去。当老人清醒过来准备感谢救命
恩人时，却发现小伙子已不在身边。

目击者李鹏举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
说，“当天我在岸边散步，只看见一位老人
脱衣准备下水，起初以为是冬泳爱好者，
后来发现他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上头挂
着一个网兜，朝着海面上的漂浮物游去”。

被救者孙书伟的儿子告诉记者，老人
从小在海边长大，对大海有着很深的感

情，他经常告诉家里人，要像爱惜生命一
样爱惜海洋环境。退休后，老人做起了维
护海边卫生的志愿者，经常下海捡拾废弃
垃圾。这一次，老人因想捞起一个塑料瓶
下了水，没想到抓了几次都没抓住，反而
越漂越远。突然一个浪打过来，老人就被
埋在水里，挣扎了几次都没有起来。若不
是杨红荣及时相救，恐怕会丢了性命。

事情发生后，目击者将用手机拍下的
救人视频发到了网上。这段视频的点击
量和转发量迅速增长，当地多家媒体刊发
稿件《烟台好小伙勇救落水老人不留名》，
共同发起寻人行动。经过 84 天的艰难寻
找，孙书伟和杨红荣终于见面了。

杨红荣手捧孙书伟老人送来的锦旗，
腼腆地笑了：“我做的事情太平常了，倒是
老人这么大年纪还热衷环保事业，令人感
动。今后我会经常看望老人，也希望老人

再到海边捡拾垃圾时能够带上我们。”
疗养院院长杨永文告诉记者，“我们

鼓励官兵不仅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能
为。我们武警官兵始终把舍己救人、甘愿
牺牲作为军人本色和崇高追求”。

武警总部烟台疗养院政治处主任孙
刚提起自己的兵连连赞叹：“杨红荣有情
有义，2008 年汶川大地震，他向灾区捐款
4 次；当得知士官王立兵因家人病重花光
了积蓄，他二话不说寄出 3000元钱⋯⋯”

事情在网上传播后，网友纷纷点赞。
有人说：“一场见义勇为，难寻两位好人，
无论是勇敢救人的小伙子杨红荣，还是热
心环保的老人孙书伟，都值得我们敬佩和
学习。”还有人说，“危急时刻更显军人本
色，是他们守护这座城，温暖这座城”。还
有网友们呼吁开展“日行一善”活动，烟台
市已有 20余万人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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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总部烟台疗养院司机班班长杨红荣：

好人救好人，感动一座城
本报记者 姜天骄

挂断电话，付玲抓起桌上的笔记本，
急匆匆走出办公室。

此时，时针刚指向 12 月 15 日的中午
13 时。“周师傅，马上走了哟，村民们全都
在教室里等着了。”喊上司机小周，付玲向
38公里外的铁峰乡桐元村赶去。

急，是因为知道村民们在盼。桐元村
家家户户都种猕猴桃，眼下正值瓜果冬季
管护的关键时期，村民们盼望着能有专家
过来，传授果树修整和施肥技巧，为来年
丰产做准备。这不，刚才村主任任孟树打
来电话说，原本 14:30 才开始的培训，已
经有 30名学员早早赶到现场。

付玲是重庆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万
州区分校的校长，像这样的农技培训班，
她 已 经 数 不 清 自 己 到 底 办 过 多 少 期 。
1993 年从四川农业大学毕业后，她一头
扎进田间地头，22 年来始终坚守在农技
岗位。她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看到大
地丰产，农民欢笑”。

把学校办到村里去，
办在产业上

时已入冬，铁峰山上浓雾弥漫，细雨
不断。天很冷，但桐元村村民们心头都热
乎乎的，大家知道，付校长这一回是来“传
经授宝”的。

这是一场农民“田间学校”的学习
日活动，主角是村里猕猴桃合作社的 30
名种植大户，主题是“猕猴桃管护技
术”。课程环节并不复杂，先是学员分组
就当前的农事活动和技术难题进行讨
论，接着各组小组长分别上台介绍情
况，并听专家现场点评，最后是走进田
间地头直接操作和指导。

听说有几户人家今年的猕猴桃产量
超过了 1 万公斤，村民陈明芬一下就愣住
了：“为啥我家的产量才 5000 多公斤？”

“你家的树是不是遭了病虫害？”“去年咋
给果树修的枝？枝没修好，产量肯定下
来。”⋯⋯讨论环节很热闹，大家都把自己
的经验拿出来为陈明芬“支招”。听完大
家发言，付玲在展板上写下“以树定产，以
产定枝”几个大字。她说，这是果树修枝
的原则，“咱们修枝的时候要记住‘三去三
保’，就是去弱枝，保强枝；去密枝，保稀
枝；去夏枝，保春枝”。

付玲的课，村民们爱听。而她创新的
农民田间学校培训模式，更是让大家纷纷
竖起大拇指。为啥？“好懂，顶用！”村民李
相前笑着说，这种培训“零距离”、有互动，
大伙儿学到了技术，赚到了钱，越干越有
信心。

时间拉回到 2010 年。这一年，万州
区在重庆率先启动了农民田间学校建设
试点。学校该办在哪儿？学校该怎么
办？怎样更好地向农民传授农技知识？
这些问题一开始就涌上了付玲的心头。
一番调研过后，付玲想通了，只有围绕产
业，把学校办到村里去，才能接地气，农民
才会有兴趣。她提出了“大户带动型”“公
司推动型”和“专业合作社领办型”三种田
间学校建设模式，并率先在万州区的长岭
镇龙立村、溪口乡九树村、铁峰乡桐元村
进行试点。

第一次参加“田间学校”培训时，龙立
村村民熊同正被讨论环节给“吓”到了：

“我是来学习技术的，怎么还要参加讨论
啊？”许多学员刚开始都跟熊同正有着同
样反应，因为他们怕发言，不敢讲，也不愿

说。而这在付玲看来，正是“田间学校”与
传统农技教学最大的区别，她不仅鼓励学
员讨论发言，还与大家一起做趣味游戏，
想方设法让学员们多动口动脑，提高学习
参与度，破除传统农技培训中老师填鸭式
教学、农民处于被动接受的“痛点”。

付玲希望通过“田间学校”培养起一
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能从事专业化
生产和产业化经营的新型农民。她在试
点实践中，总结出了农民田间学校四个方
面的突出特点：培训对象的主导性和主动
性；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多样性；教学方
式的互动性和参与性；学用结合的实践性
和实效性。

2012 年，农业部在万州召开全国农
民田间学校现场会，付玲创新总结的办学
模式开始向全国推广。如今，万州区已经
建设了 40 个农民田间学校，注册农民学
员近 1000人。

为移民安稳致富提供
智力支撑

一遇到技术上的困难，丁书清就想到
去找付校长。

49 岁的丁书清是万州区农建家禽养
殖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也是一名三峡农
村移民。12 月 14 日上午，他早早地来到
万州农广校，见到付玲就赶紧说明来意：

“我在甘宁镇仙云村建了一个 100多亩的
花卉苗木基地，明年开年就要对 100万株
李子树苗进行嫁接了，可是工人们不熟悉
嫁接技术，想请个农技专家过来作一场技
术培训。”付玲二话没说，拿起电话就联系
了万州区果树站的专家，约定在 12 月 28
日上午前往仙云村进行实地指导。

在丁书清眼里，付玲一直都是他创业
致富路上的引路人。1993 年，丁书清一
家从重庆奉节县移民到了万州区双河口
街道的一碗水社区。起初，他卖瓷砖建
材，亏了；接着去开了两年出租车，也没赚
到钱；最后，在家养起了 50 只白羽肉鸡，
没想到这鸡还总闹病。这时，他参加了付
玲组织的一期移民创业培训班。15 天的
免费培训和交流，不仅让丁书清弄明白了
鸡生病的原因，掌握了预防和治疗的技
术，还认识了很多同行。他说，正是这次
移民培训坚定了自己从事养殖业的信

心。2010 年，在得知丁书清成立的农建
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有对社员进行技术
培训的想法后，付玲邀请了山东、河南等
地的专家来到万州，专门就家禽养殖管理
为 48名社员代表开了一期培训班。

如今，丁书清的合作社有养殖户 329
户，总产值已经突破 2 亿元。他几次想请
付玲吃饭都被婉拒：“付校长说，看到你们
安稳致富，我就心满意足了！”

事实上，不管是对付玲个人，还是对
万州农广校来说，移民培训不仅是职责所
在，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万州区是三峡库区最大的移民区，
动态搬迁移民超过 26 万人，占整个库区
的五分之一。2003 年，万州区政府将万
州农广校命名为移民技能培训基地，致
力于帮助移民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难
题。但除了技术培训，付玲心里更看重
的是移民整体素质的提升。她深知移民
对于安稳致富的渴望，如何创造出符合
移民需求和生产实际的培训方式是她思
考的重点。

“方便、实用、实效是关键！”付玲提出
了就近培训、进村办班，集中培训和巡回
指导相结合，短期办班和长期跟踪服务相
结合的移民培训模式，把农业增产增收的
实用技术制作成一张张“菜单”，让学员们

“照单点菜”。
这几年，在付玲带领下，万州农广校

先后在武陵、新田、太龙等重点移民乡镇
举办农村移民实用技术培训班 206 期，带
出了新田镇五溪村的冉振爱、溪口乡大溪
社区的曾绍武等一大批移民致富带头人。

“有为”才能在农民心
里“有位”

时近年底，付玲每天的工作安排得满
满的。在整理全年的培训档案之余，她得
空就往村里跑。她的想法很简单，“一开
年就要启动春季的农村科普培训，我得赶
紧调研，收集农民们迫切需要的农技知
识，帮他们安排课程”。

12 月 10 日下午，甘宁镇桐坪村的村
委会驻地。得知付校长来了，村民们都开
心地小跑着过来，围坐在她身边。“今年的
培训效果，大家总体感觉怎么样？有哪些
需要我们改进的？”“培训好处多哟，上回

咱们讨论的方法很管用，那个肥料我用了
以后效果不错。”“我想多要几本李子树的
培训教材，咱们学校还有没有？”⋯⋯

村民们的需求，付玲听得专注，记得
详细。22 年来，她的足迹遍及万州区每
一个村组，不是在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农
技知识，就是坐东家炕，进西家门，和老百
姓打成一片。工作时，村民们称呼她“付
校长”；私下里，大家都把她比作“农技天
使”。曾有人劝付玲，你当校长的，走几个
点看看就行了，用不着经常往基层跑。她
的回答是：“有为才有位，主动作为才能在
农民心里有位置，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
有位置。”

是的，农广校是没有围墙的学校，与
其他培训单位相比，不论是办学条件还是
硬件设施都不具备优势，何况万州有着近
40 所职业学校，一味等靠要只能一事无
成。万州农广校副校长周宗渝说，“万州
农广校能受到各级部门和广大农民朋友
的认可，凭的就是付玲那一股‘闯劲’”。
她是“没事也要找事做”，带领着万州农广
校多渠道争取培训项目，除了农业部门的
培训外，还承担了移民局、劳动局等部门
的农村技能培训任务。

周宗渝与付玲共事了 12 年，他说，
“从付玲身上，我们常能感受到一名基层
农广人应有的精神和情怀，那是对农民命
运的关切，对新农村事业的热爱，对农村
教育的责任以及对进取的执着”。

这些年，付玲相继获得了“移民培
训先进工作者”“重庆五一巾帼标兵”等
荣誉。就在几天前，她入选了农业部的

“全国十佳农技推广标兵”。“这些荣誉不
仅仅属于我个人，更属于万州农广校的
每一个人。”来不及与学员分享这一荣誉
带来的喜悦，付玲匆匆朝着下一个调研
点赶去⋯⋯

只 为 丰 产 农 民 笑
——记重庆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万州区分校校长付玲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图①图① 付玲（右一）正在田间进行现场操作指导。

图②图② 付玲（左一）在桐元村为学员授课。

图③图③ 付玲在办公室。 本报记者 吴陆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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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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