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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纸杯、矿泉水瓶、几块塑料泡沫⋯⋯这些
在常人看来的废旧物品，在河北廊坊大城县旺村镇
初级中学物理教师刘宝全的眼里却是宝贝。经过他
的 制 作 ， 这 些 “ 宝 贝 ” 就 能 变 成 一 件 件 新 颖 的
教具。

在 刘 宝 全 看 来 ， 自 制 教 具 并 非 一 次 就 能 成 功 ，
但要有不断尝试的勇气，“我制作的第一个教具是

‘流体流速与压强关系探究演示器’，从创意设计到
应用于课堂教学，再到重新设计改进，然后再制作
再实践，前后花了两个多月才制作出来。其间，仅
在纸杯底部打孔这个环节，就尝试了很多次”。

但是在大城县自制教具评审会上，这件让刘宝
全自信满满的“作品”却没有通过评审。“教具评
审没有通过，刘老师起初情绪有点低落。不过，他
的身上有着一股执着的劲头。经常在下班后看到他
不回家，而是直奔实验室钻研教具模型。”同事梁
桂娥说。经过多次向专家请教、及时调整设计思路
和制作方向，几周后一个全新的教具作品最终脱颖
而出。

“回到学校后，我重新构思和寻找演示器在设计
上存在的缺陷，不断地优化组合。”刘宝全告诉记
者，这件教具最终在 2010 年 5 月份廊坊市优秀自制
教具、科技制作评比中荣获了一等奖，这也是对他
所做努力最好的回报。

“ 那 次 经 历 ， 极 大 地 鼓 舞 了 我 自 制 教 具 的 热
情。”刘宝全说，要有不服输的创新精神，才能越
过在制作教具路上遇到的坎儿。截至目前，他先后
创作出了 38 件教具，不仅节省了购买教学设备的成
本，而且也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他还创
建 科 普 教 育 示 范 基 地 1 个 ， 荣 获 国 家 级 成 果 奖 12
项，省科技创新、教育科研成果奖 20 项。他研制的

“探究半透膜透性实验装置”荣获“第九届全国自
制教具优秀作品奖”，“气体压力趣味探究演示器”
还在河北省教育装备展示会成果展上亮相。

“自制教具应用到课堂教学上，能使课堂教学生
动形象。通过自制教具不仅把抽象的物理概念很直
观地展现在学生面前，对物理这门课程的理解也变
得更加容易，而且能把科技制作和创新发展的种子
潜移默化地植根在学生的心里。”旺村中学校长邢
志国说。

在制作教具的同时，刘宝全非常重视培养和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更多的学生主动加入动手
制作教具的活动中。“刘老师可了不得，简直就是
一个‘发明家’。他制作的教具在教学中既实用方
便 ， 又 生 动 有 趣 ， 我 们 特 别 喜 欢 上 刘 老 师 的 课 。”
八年级一班学生王璇说。近年来，在刘宝全的辅导
下，旺村中学的学生在全国青少年科学影像节活动
中 ， 荣 获 国 家 级 成 果 奖 22 项 ； 在 青 少 年 科 技 创 新
大 赛 中 ， 荣 获 省 级 成 果 奖 48 项 、 市 级 成 果 奖 80
多项。

“刘老师对我的学业影响很大，以前我一度因为
贪玩导致学习成绩下降。一次期中考试后，刘老师
把 我 叫 到 办 公 室 与 我 谈 心 ， 当 时 他 说 的 ‘ 一 分 耕
耘、一分收获’对我触动很大，我会把刘老师的教
诲 牢 记 在 心 。” 学 生 刘 甜 甜 说 ，“ 刘 老 师 就 像 是 石
阶，帮助我们一步步脚踏实地向上攀登”。

每年教师节，刘宝全的手机总会响个不停。“现
在，学生发微信祝福的比较多，一个笑脸、简短的
几行字，心里面都是满满的幸福！”刘老师的幸福
感溢于言表。

今年 5 月份，刘宝全被评为“敬业奉献类河北
省好人”，6 月份他又荣登“中国好人榜”。“第一次
到旺村中学青少年科技创新基地调研时，我发现科
技辅导员刘宝全老师从 1992 年到现在一直扎根乡镇
中学，一干就是 25 年。他在工作上兢兢业业，在教
书育人、青少年科普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他
这种无私奉献、善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科
技工作者尊重和学习。”大城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席
赵金玉说，“‘为人师表、教书育人’，这是刘宝全
真实的写照”。

开栏的话 近日，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评选工作拉开帷幕。322 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

亲候选人的先进事迹也已向社会公布。德者，性之端也。为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展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丰

硕成果，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本报特开设“德耀中华”专栏，展现道德模范候选人的风采，敬请垂注。

中学出了发明家
——记河北廊坊大城县旺村

镇初级中学物理教师刘宝全

本报记者 王宝会 通讯员 陈彩燕

刘宝全（右一）正在做光折射现象的趣味探究实验。

本报记者 王宝会摄

讲起话来活力十足，时时流露出亲切
的微笑⋯⋯她就是梁慧丽，上海市普陀区
桃浦镇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居委
会主任。在社区居民的口中，她是“小
梁”“梁书记”，更是为了居民利益，诚实
守信、一诺千金的“小巷总理”。

1996 年梁慧丽转岗到社区工作。这
一年，她和其他居民一起动迁到莲花公
寓，2000 年担任了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居委会主任，一干就是17年。

当年的莲花公寓，是个名副其实的
“烂摊子”。各种配套工程还未完成，开发
商就撤走了。大批居民入住后，发现这里
竟是一个“五无一临时”小区：无自来
水、无管道煤气、无有线电视、周边无公
交线路、无商业网点，生活用电拉的是

“临时线”，很多地方杂草长得比人还高。
居民把小区称作“孤岛”，经常把一肚子
怨气撒在居委会干部身上。

面对此情此景，梁慧丽说：“组织对
我信任，群众对我期盼，我必须信守承
诺！居民区书记就是居民的勤务员，老百
姓来找我也是相信我。答应居民的事一定
要做到！”

每年春节的大年夜都是别人家庭团圆
的日子，梁慧丽却总是坚守岗位，坚持留
在居委会值班；居民遇有困难或是突发急
事，梁慧丽都是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置。
85岁的孤老潘伯伯每逢患病，都是梁慧丽

送医诊治、侍奉茶汤，她像儿女般对老人
说，你是我长辈，应该的。

作为一名社区工作者，梁慧丽面对的
多是邻里不和、夫妻吵架、道路积水、噪
声扰民等家长里短的琐事。但她却不厌其
烦，日复一日，为群众排忧解难。当台
风、暴雨造成底楼小区居民家中进水、抽
水马桶返灌时，她组织大家帮助受灾居民
室内排水，带头坚守在第一线；当得知独
居、孤老、残疾人被台风暴雨积水阻隔，
被冰雪封路造成出行困难时，她带领党员
为各自楼道需要帮助的人排忧解难代购物
品。她把居民呼声最高的出行难问题向上

级部门反映，引起了上海市、区、镇人大
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协调解决了运营、车
辆更新、恢复小区大门前的斑马线、红绿
灯等问题。如今，公交768路终点站就设
在莲花公寓小区门口，大大改善了居民出
行难的问题。

多年来，她坚持带着感情、融入亲
情、注入真情与群众打成一片，做到心为
民尽，造福一方。为方便居民就医保健，
她和居委会干部压缩办公用房，腾出近
150平方米的面积，在上级支持下建立了
社区卫生服务站，深受居民欢迎；为了解
决社区居民特别是老人吃饭和购物问题，

她主动牵线引进了一家超市和一家饭店，
由饭店承担起“老年食堂”的责任，为小
区老年人提供价廉物美的中、晚餐，超市
则对购物满 30 元的居民提供送货上门服
务；为了让小区内居住的 28 户回民吃上
放心的清真食品，她联系定点厂家每周六
到小区设摊，周边小区的群众也慕名而来
选购食品。

梁慧丽常说，“凡是老百姓的民生事
都和我‘搭界’。走群众路线不仅要教育
引导群众，更重要的是要尽心尽力地为群
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以关注民
生为切入点，扶贫帮困解民难，解疑释惑
安民心，问需消怨缓民急，凝聚了群
众，密切了党群关系，广大小区居民自豪
地称莲花小区为“我们的阳光家园、温馨
家园”。

近 20 年来，梁慧丽始终坚持做到
“与群众零距离，把民生挂心上”，她团结
带领党总支、居委会一班人，用真情凝聚
群众，用爱心换来理解，用智慧巧解难
题，使莲花公寓旧貌换新颜，将昔日脏乱
差的小区建设成为服务居民日常生活的阳
光家园、服务困难群众的爱心家园、服务
社区稳定的和谐家园。梁慧丽用真心换真
情，用点滴小事汇聚起诚实守信的“长
城”，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新时
期基层党员干部与居民群众一家亲的动人
篇章。

上海普陀区桃浦镇莲花公寓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梁慧丽：

“答应居民的事，我一定要做到”
本报记者 李治国

梁慧丽（右一）在看望患病的社区老人。 本报记者 李治国摄

即 使 骑 上 摩 托 车 ，阿 迪 亚 把 自 家
9000 亩的草场巡视一圈，也是上气不接
下气。老寒腿、胰腺炎等疾病，使这位刚
刚 56岁的蒙古汉子老态龙钟。

向北 5 公里的哈赤山上，760 号中蒙
界碑巍然耸立。向西 10 公里的满都拉口
岸，中国国门一派庄严。内蒙古4200公里
的边境线，阿迪亚家的草场就占了4公里。
巡护归来，远远看到家门口那面鲜艳的国
旗在迎风飘扬，看见红旗下的妻子娜仁其
其格正倚门而望，阿迪亚立马不一样了。

中国红

1981 年，阿迪亚响应国家号召参军
入伍，3 年后转业回到家乡——内蒙古达
茂旗满都拉镇巴音哈少嘎查放牧。阿迪
亚、娜仁其其格两口子，从此在此巡护守
边，一干就是 34年。

“边境生活艰苦，我们对此深有感
受，”达茂旗边防大队政委牧仁说，“达茂
旗地处祖国北疆，是内蒙古自治区 19 个
边境旗县之一。巴音哈少草原夏季蚊虫
肆虐，持续高温，热得要命。冬季漫长严
寒，积雪将近 1 米，冷得出奇。这里常年
饮水难、吃菜难、看病难，连照明都得依
靠风力发电。”

比阿迪亚年龄还小的妻子已经拄上
了双拐。“这副拐杖还是大儿子宾巴从日
本给我买来的呢。”当年英姿飒爽的民兵
队长娜仁其其格如今已是步履蹒跚，“宾
巴还劝我们老两口，该进城享享清福了。
可是我们都在这里生活大半辈子了，哪
能说走就走。”

当兵和当民兵的经历，使阿迪亚和
娜仁其其格深知巡护守边的重要性，加
上又多次被达茂旗旗委组织部、满都拉
边防派出所评为“北疆堡垒户”“优秀护
边员”，夫妇俩继续挺着病躯在边境线上
放牧和巡护。屡劝不听，已经在日本生活
了 6 年的大儿子宾巴说服已经在上海工
作了 8 年的小儿子阿迪力，双双回到草
原再做牧民，亲自当起父母的“拐杖”。

夏天的一个早晨，阿迪亚出门去完
成了一件“作品”，然后兴冲冲跑回家里
叫妻子，“你看那是什么？”娜仁其其格跟
着老伴到牧场的山坡上一看，红色砖块
摆出的“中国”两个大字，在灿烂的晨光
里、在碧绿的草原上是那么醒目。娜仁其
其格知道，刚读了两年书还是读蒙语的
丈夫，连自己的汉语名字都不会写。但她
不知道，丈夫几年来出门就带回一块红
砖，也不知攒了多少块。看着丈夫得意的
样子，娜仁其其格的眼睛湿润了。

如今，阿迪亚和娜仁其其格乐此不
疲。家门口，竖立着鲜艳的五星红旗。井台
上，丹漆标注着“中国井”。山崖上，红墨写
上“中国石”。娜仁其其格骄傲地说：“去年
我们家还新添了一样‘中国红’，大儿子宾

巴拿回一张鲜艳的党员证。”

草原绿

8 月的巴音哈少，天空湛蓝如水洗
过，云朵洁白似絮飘来。只是今年天旱，植
被枯黄而稀疏，辜负了“草原标配”。做过
多年嘎查支书的阿迪亚，望着茫茫的草原
出神。

为了稳定边境，旗里出台了一些“灵
活掌握”的政策，鼓励边民养牲畜可以多
少突破一点“草畜平衡”核定的载畜量，以
解决眼前的生活困难。于是，一些边境牧
户的养羊数量又上来了。一遇天旱，牲畜
超载埋下的苦果迅速撕了草原的“面子”。

“我不准备多养牲畜，9000多亩的草
场上现在也就养羊 200 只，”阿迪亚说，

“但是我得调节畜结构，这几年养牛 32
头，马 58 匹，骆驼 52 峰。140 多头大牲口
的产出顶得上 700 多只羊，但蹄子只有
500 多只，减少了践踏草原的蹄子 2000
多只。虽然我因身体不好不再担任支书
了，但我还是达茂旗的优秀共产党员，在
发展生产、保障生活、保护生态上要以身
作则。”

作为党员，阿迪亚是信息员，及时利
用相关情报惠民惠牧。阿迪亚也是调解
员，随时解决边民们的大小矛盾。牧民根
登苏仁和付茂生一度因为草场权属纠纷
不说话，后来大打出手。阿迪亚一了解，原
来草场到户时，技术手段落后，以太阳为
坐标、以日中为南，为付茂生划定的草场
和根登苏仁的草场边界模糊。阿迪亚找老
牧户、找草原站作证、细分，又对根登苏仁
做工作，“你是蒙古族，人家付茂生是汉
族，牧业生产的经验也没你多。从民族团
结的角度你也要高姿态呀！”直到两人把
酒言欢。

“草原好，日子才好。”阿迪亚深情地

告诉记者，“上级党组织不仅给我个人荣
誉，还为所有边民改善生产生活设施。近
年来，达茂旗为所有边民实施了更加优惠
的草原生态奖补政策。由于居住分散，政
府这两年搞通路、通水、房屋改造等‘十个
全覆盖’，没少花钱。其中有一项，给所有
人家的房屋都加了保温层。每一个边境线
上生活的牧民，心里都是热乎乎的。”

哈达蓝

阿迪亚的各种证书有厚厚的一摞。
他非常看重的是一个聘书——“满都拉
边防派出所编外教导员”。

阿迪亚夫妇刚到边境定居时，中蒙
边境线上盗赶牲畜、越境偷猎、皮毛走私
等经常发生。2名境外人员找到一名青年
牧民，以威逼利诱的方式想把他带到国外

“培训”。阿迪亚听说之后，立刻警觉起
来，到最近的解放军边防连队报告。随
后，有关部门开展地毯式搜索，把2名境
外人员驱逐出境。

一次放牧，阿迪亚发现一片凌乱的
马蹄印。“不像是狼撵的”。阿迪亚凭直感
判断，有情况。他扔下自家的羊群，赶回
设在家里的“草原110报警点”向驻军某
部和边防派出所报案。军警民联合出动，
沿着线索追击，直到几个鬼鬼祟祟的人影
消失在边境线外。近前一看，边境的铁丝
网上已剪开一个正好能让马匹通过的大窟
窿，还有20多匹马在附近徘徊。阿迪亚
赶马回程路上，正遇神色焦急的牧民那顺
敖其尔，说是 23匹良驹不见了。上前清
点，一匹不少。如今，丢过马的那顺敖其
尔已进城养老，帮助找回马的阿迪亚依然
守望在边境线上。

屡次报险，阿迪亚自己也曾“遇
险”。1993年的冬天，达茂旗普降大雪。
一早外出巡边的阿迪亚直到夜幕降临还未

回家。娜仁其其格担心丈夫，到满都拉边
防派出所报了警。边防官兵开着吉普车立
即出动，经过3小时的搜寻，才在边境线
找到了在冰雪中艰难行走的阿迪亚。回到
家里，阿迪亚举起冻僵的手，哆嗦了半天
才擦干妻子欣喜的泪水。

34 年来，阿迪亚夫妇一直生活在中
蒙边境一线，他们先后义务巡边累计近
10 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赤道两圈还
多。上报各种信息300多条，参加过军警
民联合巡防100多次，协助边防派出所破
获涉边案件数十起。

“阿迪亚书记做我们的编外教导员当
之无愧，”满都拉边防派出所副所长那木
斯来说，“边防官兵换了一茬又一茬，年
轻人向老同志学习十分必要。阿迪亚成
了这里的活字典，给新来的年轻官兵普
及民族风俗、地理环境、重点部位和风
险预判。”

现在，满都拉派出所每年来阿迪亚
家的官兵近百人次。在派出所的协调下，
满都拉镇卫生院每月为阿迪亚、娜仁其其
格做一次体检，并送去急需药品。边防派
出所的官兵每隔十天半月就为他们捎去米
面蔬菜，并帮助老两口干活。早已离开边
防的所领导陈延秋、呼和巴拉、毕力格、
兰文魁、宝山等也专程回来看望他们的

“老堡垒”，并献上蓝色的哈达。“我们都
转业了，阿教导员还没‘转业’。蓝色哈
达象征着永恒、平安和忠诚，是我们对阿
教导员由衷的祝福。”毕力格说。

“安装电子探头是必要的，边境牧民
的巡护守边是重要的。只有人防和技防
的完美结合，北疆安全稳定屏障才会更
加巩固。”内蒙古公安边防总队队长仲照
明说，“内蒙古边境管理区 36 万平方公
里，全区公安边防部队始终坚持群众路
线稳边固防。正是有了阿迪亚这样的护
边员，警民才血脉相连，风雨同舟，共
同守卫着各族人民的美好家园。”

飘着国旗的草原人家
——阿迪亚夫妇 34 年护边记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力

阿迪亚和妻

子娜仁其其格在

院内升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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