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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经济日报》记者见到洪
汉英老师时，她刚从新疆回上海没多
久，黑黑瘦瘦的。洪汉英是上海中医药
大学负责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工作的辅导
员，学生们叫她“洪妈妈”。在与少数
民族学生的交往和交流中，洪汉英开创
家校共同配合的少数民族学生教育新途
径，身体力行，把国家对少数民族学生
的政策和关心带到新疆，让学生和家长
心中充满爱的阳光。

上海有个“新疆妈妈”

2009 年 6 月，洪汉英从工作了 20
多年的新疆医科大学来到上海中医药大
学，任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辅导员。从没
有当过辅导员，更没有新疆少数民族学
生管理经验的洪汉英，认真学习党的相
关政策和法律法规，刻苦钻研思想政治
教育的方式方法。她想方设法把平等、
尊重、团结的观念植入新疆少数民族学
生心中，把思想引导、困难补助、学业
帮助和由衷关爱有机结合起来，从生活
上、心理上、情感上关心爱护他们，在
学习以及日常生活方面严格要求他们。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离开父母到上
海求学，会遇到文化、语言、生活等
各种困难，还有学业上的压力。中医
药大学有规定，医学生毕业后是要治
病救人的，不会放松对少数民族学生
的要求。从 2010 年起，洪汉英就利用
寒暑假，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进行家
访，让家长尽可能减少担忧，让学生
在学校更好成长。从上海到新疆，洪
汉英跨越千山万水去家访，令学生和
家长感动得流下热泪。

从 2014 年暑假开始，洪汉英不仅
走访少数民族学生家庭，还积极组织新
生及家长宣讲会，让学生及家长感受到
党和国家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的重视，
以及汉族同胞对他们的情谊。新疆少数
民族的教育方式很传统，通常以大家庭
为核心，家族长辈和家长的话对子女有
很大影响力。这样的宣讲会让家长了解
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能够随时关心孩子
的成长，对家庭与学校合力育人有很大
作用。

今年暑假，洪汉英带着工作室的 2
位老师来到新疆和田，精心组织了一场
报告会。报告会上，她请来一位去美国
访学的优秀学生家长谈怎样培养教育子
女；一名优秀毕业生谈自己在大学里怎
么学习，如何成为优秀学生的经历；同
样做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工作的玛利亚老
师讲党的民族政策、校纪校规，以及家
长如何配合学校帮助孩子成才的经验。
洪汉英用发自肺腑的暖心话，让学生们
认定洪汉英就是他们在上海的“新疆妈
妈”，家长们对孩子去中医药大学上学
非常放心。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孩子”

送走2位先期回上海的老师，洪汉
英独自坐火车赶往喀什莎车县家访。一
路上，满眼的沙漠戈壁，关着窗户的车
厢中满是黄沙。“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孩
子”，是洪汉英常说的一句话。7 年
来，她放弃每一个寒暑假，行程 16 万

公里，走遍了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绿
洲。她说，“有时一个人去陌生的地方
也会紧张，但我豁出去了，同行的年轻
教师反而有些担心”。

在喀什莎车县，洪汉英先去看了 2
位贫困生：一个去年入校，一个今年毕
业，同为失去父亲的单亲低保家庭。

“一定要克服困难完成学业。”在真诚沟
通中，她反复鼓励在校学生的母亲。她
还来到莎车县人民医院，向医院领导推
荐那位毕业生就业。去年，洪汉英也推
荐了一位学生到这家医院工作。院长和
科主任告诉她，“这个学生表现非常
棒，工作一年就带了很多助手”。听到
这样的消息，洪汉英高兴了许久。

从 2010 年起，在洪汉英的努力下，
学校每年派老师赴新疆推荐学生就业。
老师们会想方设法挤进招聘会现场，也
会直接找到医院，请医院考查学生后，再
决定是否录用。洪汉英心里有底，学生
们都经得起考察。目前，上海中医药大
学已连续5年实现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
100%就业。特别是 2016 年，毕业生在
三甲医院就业的占 21.4%，参加新疆人
才引进考试的通过率为100%。

乘坐客运班车颠簸 3 个多小时后，
洪汉英又来到岳普湖县。她惦记着一个
叫热孜万姑的女生和她的外婆。这个内
向的女生在校期间学习比较吃力，学校

破例两次延迟她在校学习时间，8 年
后，她才得以毕业。没想到，在就业时
她又遇上了难题：2015 年，她通过了
新疆事业单位编制考试，当地在审查档
案时，发现材料不全，要求她在次日下
午6点前提交补充材料。由于延期毕业
时间较长，部分档案材料没能及时补
上，该女生只好向洪汉英求助。洪汉英
立即向领导汇报，当天，学校就派一位
老师乘飞机把补齐的材料送往喀什。洪
汉英则打电话向对方承诺，尽管无法在
6 点之前送达，但档案材料一定会在当
天送到。当天深夜，材料送到了当地人
社局工作人员手里。第二天，热孜万姑
政审顺利通过。

听说外孙女的洪老师要来看自己，
热孜万姑 70 多岁的外婆一早就去邻村
的“巴扎”上买了很多吃的，不停地用
维语叫“洪老师”，示意她多吃点。洪
汉英还记得上次家访时，外婆还准备了
很多东西让她带回去。洪汉英被外婆的
朴实善良所感动，最终带走了一个馕。

走向天南海北

7 年的辅导员生涯里，洪汉英见证
着学生们的成长、成才：58.8%的学生
获得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奖学金，10%的

学生被推荐免试直升研究生，5%的学
生考取其他院校研究生。她的学生完成
的寒暑假社会调研有 79 人次获奖，其
中一篇《锡伯医药初探》发表在公开期
刊上，成为我国锡伯医药第一文。

大二女生姑丽葛娜在题为“不一样
的家乡”的寒假社会调研中写道：“我
认为，贫富差异过大的原因并非是没有
好政策和好的解决方案，每年国家提供
给南疆的各种补助以及支援并不是小
数，那为什么贫富差异还是过大呢？我
想，主要原因是部分经济状况不好的人
一味地依赖于国家的补助，自己不努
力，结果越来越穷。一个经济状况不好
的人，如果想要变好，受到别人第一次
帮助时，就会想着如何让别人的帮助更
有价值，会努力摆脱贫困。应该让那些
想只靠补助生活的人明白，只有自己才
能帮自己摆脱困难。”

学生能反思家乡为什么贫困，洪汉
英觉得这个女生很了不起。今年，她想
去姑丽葛娜家看看。进门前，姑丽葛娜
让洪老师替她保密：她要提前回学校做
志愿者。洪汉英对她的父母说，“你们
的孩子很优秀”。姑丽葛娜的父母听了
非常高兴，连连说，“是学校培养得
好”。洪汉英告诉他们，“学校每年举办
优秀毕业生评选，评上了学校会邀请父
母 去 上 海 参 加 毕 业 典 礼 ， 坐 在 最 前
排”。俩人听了一个劲叮嘱女儿：“你要
更加努力，争取评上优秀毕业生。”

阿曼尼萨是今年入学的新生，家中
有2个重病的弟弟需要钱治疗。她母亲
打算赚钱给两个儿子看病，让阿曼尼萨
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洪汉英得知消息
后，非常着急。她想尽办法找到阿曼尼
萨家，送上慰问金，并对阿曼尼萨的父
亲说，“女孩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将来
她会是一个母亲，可以带动一个家庭改
变命运”。阿曼尼萨的父亲听后哭了。
洪汉英告诉他，国家有许多脱贫政策，
包括教育脱贫政策，学校也会想办法帮
助他女儿克服困难。参加新生报告会
后，阿曼尼萨的父亲终于下决心送女儿
去上学，洪汉英说，“我悬了多日的心
总算放下了”。

2012 年 8 月，上海市教委成立了
“洪汉英工作室”，希望依托洪汉英在
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培养方面的经验，
为上海高校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少数民
族学生工作辅导员。工作室成立后，
相继从上海的各大高校里挑选出优秀
辅导员，通过开展调研、交流探讨等
形式，开启上海高校新疆少数民族辅
导员的提升之路。“洪汉英工作室”不
仅成了新疆少数民族学生在上海的一
个“家”，更被复制推广到了广东、天
津、黑龙江等省市。洪老师和她的工
作室成员们希望通过努力，让新疆少
数民族学生这个“家”越来越大，越
来越温暖。

跨 越 千 山 万 水 去 家 访
——记上海中医药大学辅导员洪汉英

本报记者 沈则瑾

她带领火车货站职工另辟蹊径服务
货主，替货主精打细算，实现了多运快
卸，降低了货主物流成本，被货主称为

“顶呱呱的女站长”。她就是今年被中华
全国铁路总工会授予火车头奖章的广铁

（集团） 怀化货运中心中方火车货站站
长刘忠萍。

中方火车货站日均装卸火车皮 100
辆以上，现有职工 14 名。在刘忠萍的
带领下，他们把铁路物流做得红红火
火。

让货主都享受到优惠政策

刘忠萍常对职工说：“铁路的优惠
政策，应让货主都享受到，努力降低他
们的物流成本。”

今年 1 月，刘忠萍先后 5 次到湖南
骏泰桨纸公司上门服务，商谈发货事
宜，双方最终达成了继续发送新疆纸浆
的“一口价”物流协议。

该公司一直是中方货站装车大户，
刘忠萍经常主动上门服务，宣传铁路货
运改革等举措，及时帮助解决各种运输

问题，尽最大可能为该公司争取批量运
输“一口价”优惠政策，帮助降低物流成
本。由此，双方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刘站长替我们考虑‘一口价’运
输，按实际重量计费，减少了我们的运
输成本，又免除了违约之忧。”该公司
货运科长王智高兴地说。

把好装车安全关

“我们的矿渣在中方火车站装运 10
多年了，刘站长对这个矿渣运输一直很
用 心 。 因 此 ， 我 们 一 直 选 择 铁 路 运
货。”冷水江市大力煤炭公司的销售人
员李良成介绍说。

李良成说的矿渣运输，是 2005 年
下半年刘忠萍刚调到中方站时引进的。
10 多年来，她一直带领职工做好服务，
从未懈怠。为防止装车后少吨造成货主
多付运费，她和货运员认真检测货物密
度、校准电子秤，确保检斤计量准确，
并经常与怀化西站和到站冷水江东站联
系，询问矿渣过磅情况，做到了既不多
装也不少装。

今年 6 月的一天，该站一台装载机
的空调坏了，司机龙军及时汇报、报
修。当天装车前，刘忠萍到货场把关，
和龙军一起校验电子秤。因为天气炎
热，在前后 1 个多小时的校秤工作中，
两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今年 2 月的一天，龙军进行 200 公
斤补零装车作业时，发现装载机装车斗
数异常。刘忠萍得知后，果断采取措
施，采用轨道衡复检重量，卸下了多装
货物，防止了一起因装载机电子秤设计
缺陷可能诱发的严重超载安全问题，避
免了运输途中因需减超可能造成的货主
损失。

“把好装车源头安全关，寻求最佳
的满载方案，防止超载、偏载和少载，
是服务好货主的重要内容。”刘忠萍说。

合理管控卸车节奏

今年 9 月以来，中石化怀化分公司
的油品集中到达，刘忠萍日夜协调对入
货位、卸车。9 月18 日，该分公司给刘
忠萍打来电话表示感谢，她回答说：

“快对位快卸车，不增加货主成本，是
铁路应该做到的。”

该分公司是中方货站到达货物大
户。因到达的汽油、柴油品种多，而
储存时不能混合，加之经常一种品类
集中到达，站场股道设备能力有限，
造成急需用的油品对不上货位，卸不
下来。为履行合同，该分公司有时只
能从附近的麻阳、芷江等地用汽车运
来油品救急，使成本增加。针对这种
现象，刘忠萍及时与该分公司分管负
责人联系沟通，掌握油品情况，提前
与铁路车务部门协调，合理安排对货
位，尽力解决该分公司多种油品均衡
卸车及储存问题。

“我们油库卸车量大，到达、出货
不均衡，有时某种油品难免缺货，刘站
长他们真的是把我们的事当作他们自己
的事在做，一心为我们精打细算。”该
分公司杨科长说。

这些年来，刘忠萍一心扑在工作
上，真诚为货主服务，为货主精打细
算，赢得了货主的由衷称赞。

刘忠萍：替货主精打细算的女站长
本报记者 刘 麟 通讯员 张时德

9月22日，时值秋分。贵州
省遵义市海龙镇桂花村的李光小
学内，书声琅琅。

“哪位同学知道李光？”记者
刚一发问，小朋友们就争先恐后
地 答 道 ：“ 我 知 道 ， 我 知 道
⋯⋯”“李光爷爷是老红军⋯⋯”

孩 子 们 口 中 的 “ 李 光 爷
爷”，于 1920 年 8 月出生于贵州
省遵义县四面山，出生后没多久
便失去双亲，成为孤儿，8 岁时
被养父母遗弃，后跟着别人为地
主干活。

1934 年隆冬，红军突破乌
江天险进驻遵义，“想吃口饱
饭”的李光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红
军，相继参加了强渡乌江、激战
青杠坡、遵义战役、四渡赤水、
华北敌后游击战、激战神头岭、
百团大战、渡江战役、进军大西
南等著名战役。1949 年 12 月，
在成都战役中，李光的右手掌被
子弹击穿，重度伤残。

李光先后荣获三级红星功勋
荣誉勋章、三级解放勋章、三级
独立自由勋章，为新中国立下了
汗马功劳。

1952 年，李光转业回到遵
义，积极参与家乡的建设，直到
1985 年从遵义市政协副主席的
岗位上离休。

“离职休养只是我的岗位变
了，但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
生的誓言没有变，我还是一名共
产党员，只要活着一天，就要为
党的事业奋斗一天。”李光离而不休，于1987年担任了遵
义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投身到关心下一代的工
作中。

1994 年底，年过七旬的李光到海龙镇桂花小学走
访。当时，学校的泥土墙千疮百孔，根本挡不住呼啸的寒
风，衣衫单薄的学生满手冻疮。见此情景，李光毫不犹豫
地捐出了随身携带的400元现金。随后，他又购买了100
套棉衣亲自送到桂花小学孩子们手上，并现场捐赠 5000
元，用于置办课桌。

自此，李光开始了人生中的“新长征”——捐资助学。
“旧社会让我失去了读书的机会，今天看到这些孩子因

为家庭经济困难没有书读，就很心疼。”李光没有读过书，吃
过没有文化的亏，因而对贫困儿童的上学问题十分上心。

据李光回忆，在一次战斗任务中，上级在夜间向担任
营长的李光下达了“拂晓前撤退”的命令。由于未能及时
弄清楚“拂晓”的意思，李光等到天大亮后，才集合队伍
准备撤退，但为时已晚，部队已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损
失惨重。

随着年龄的增大，李光也饱受病魔折磨。80 岁时患
上中晚期直肠癌，82 岁时又被诊断出重症胰腺炎，84 岁
患上了皮肤癌。

即便如此，李光还是带着对贫困学子的无限关爱，不
顾家人、医生的劝告，跋山涉水，坚持深入乡村，了解农
村学校和适龄儿童就读情况，捐资助学从未中断。据女儿
李晓容介绍，李光所领离休工资，除了500元用于安排个
人生活外，其余的都捐了出去。

20多年来，李光累计资助的孩子约1700名，资助金
额达40万元。

李光对孩子们十分慷慨，对自己却很苛刻，穿的是粗
布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

在外孙马征眼中，外公李光一直“有点抠门儿”。马
征告诉记者，自他记事起，李光就一直穿着同一件已经洗
得发白的旧外套，一年四季都戴着同一顶旧军帽，“这么
多年来，几乎没给自己添置过衣服”。

李光的子女都不富裕，却从未得到过父亲经济上的资
助，更没有因为是老干部、老红军的儿女而享受特殊待遇。

除了捐资助学，李光还长期坚持为青少年宣讲革命历
史和传统，犹如春雨般滋润着青少年的灵魂。

在遵义会议会址，在红军总政治部旧址，在红军烈士
陵园，在娄山关⋯⋯李光一遍又一遍地向年轻人讲述着红
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的故事，讲述着革命先烈流血牺
牲、艰苦创业的英勇事迹，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青少
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30 年来,李光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上千场次,受教育的
青少年达数万人次。

为弘扬李光这种无私奉献、助人为乐的崇高精神，
1998 年，遵义市决定将长期受李光资助的海龙镇桂花小
学、海龙中学更名为李光小学、李光中学。

离休后，李光被贵州省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
号，获得“全国关心下一代优秀工作者”、“全国老干部先
进个人”等荣誉。

“党员永远没有离开工作的一天，只要身体条件允
许，就应该为党的事业做些工作。”李光的新长征，仍在
路途中。

老红军

新长征

—
—记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离休干部李光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李光在遵义会址前给学生讲长征故事。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 洪汉英（中）
在跟学生们交流。

◀ 洪汉英 （左
二） 对新疆学生进行
家访。

（资料图片）

▶ 洪 汉 英 （ 右
二） 赴新疆召开新生及
家长报告会，会后与新
生交流。（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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