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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鸽 致 富 好 夫 妻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景录李景录 通讯员通讯员 王薇薇王薇薇

张 晶 ——

客流中的“喇叭妹”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通讯员 贾国庆 宋佳龙

“旅客朋友们，由阿克苏开往重庆方向的K544次列车现在开始检
票进站，有买好K544次列车车票的旅客，请携带好行李物品，排队检
票进站……”在兰州火车站第三候车室，被旅客称为“喇叭妹”的张晶拿
着话筒一遍一遍地广播着乘车信息。悦耳的声音、甜美的微笑，在熙熙
攘攘的人流中如秋日暖阳，陪伴着旅客踏上旅程。

9月30日是兰州车站国庆假期的客流最高峰，当天发送旅客12.1
万人，创造了建站66年以来的单日最高发送纪录。因为客流比往日要
大得多，张晶早上6时30分就赶到了车站，比平时提前了一个半小时。

“我的工作就是用‘小喇叭’发出乘车提示，引导旅客有秩序地检票
进站，带残障人士、老人等重点旅客走‘绿色通道’，组织他们优先检票
进站。”正在候车室寻找重点服务对象的张晶用寥寥数语介绍自己的主
要工作。

乘车广播，巡视大厅，引导进站，检票放行，张晶一个班下来要用
“小喇叭”重复播报乘车信息上千次，平时“话痨”的她口干舌燥，回到家
再也不想多说一句话。张晶负责3号候车室，完成广播和引导工作后，
还要“马不停蹄”地赶往检票口担负检票任务。“最忙的时候同时来3趟
车，一个人要服务1000多人，连个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张晶笑着说。

“您好，兰州开往银川的K9882次列车已经开始检票，请带好您的
行李抓紧时间上车。”说话间隙，张晶逐一轻声叫醒几名睡着的旅客。
当旅客丢失车票、钱包、行李或有儿童走失时，都会第一时间找她求
助。“我很享受帮助别人，旅客的一声‘谢谢’让我感到很温暖。”

坎坷旅途，温暖相随。张晶不知疲倦地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
一天竟要“快走”2万多步，用这个距离反反复复丈量着铁路服务旅客
的真情厚意。

不久前，骆德磷一家获得了“全国最美家庭”称号。望着这张崭新
的证书，骆德磷感慨万千。

由于过度疲劳，睡着后被毒蛇咬得差点丧命；像苦行僧一般每年只
下三次山和家人团聚；睡窝棚，喝凉水、吃冷饭的种种艰辛……近40
年，半辈子，造林、护林的坎坎坷坷，像过电影般闪现。

骆德磷家住江西遂川县高坪镇茅坪村，位于罗霄山脉深处。1981
年，年轻的骆德磷从广播中听到国家关于鼓励植树造林“谁造林谁所
有”的政策后，当即跑到乡里，向领导求证“自己可不可以造林”。得到
肯定答复后，便一头扎进茫茫深山，在一处叫作坪岗里的地方落了脚。

坪岗里海拔1300多米，荒无人烟，常年云雾缭绕，经常有野猪、毒
蛇、乌獐、麂子出没。山上没有路，骆德磷就一锄头一锄头刨；没有房
子，他就打个窝棚住下；没有资金，他一分一分抠，一点一点省。有一次
造林，骆德磷实在太累，躺在山上睡着了，被一条毒蛇咬了一口。幸好
在另一个山头劳作的儿子骆炳岚听到了他的呼喊，及时将他背出大山，
送往医院抢救，才捡回了一条命。

造林的日子劳累又枯燥。骆德磷每年只下山3次，端午、中秋他会
回家，与家人吃完午饭就返回山上。只有过年才在山下住一晚。

骆德磷不是一味蛮干，他头脑活络，很善于观察，坪岗里阳光充足，
水汽充沛，但温度不高，是厚朴、升麻种植的绝佳场所。经过多年苦心
经营，成片的厚朴林给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此后，为了丰歉互补，避
免风险，骆德磷又发展起立体种养，在林中放养土鸡，养蜜蜂，挖塘养
鱼，试种金银花等药材，也获得了成功。现在，骆德磷在厚朴林中放养
土鸡3000多只，仅林下种养的年产值，就达到25万元。

父亲身上那股愚公移山般的韧劲，深深感染了儿子骆炳岚，只有
15岁的他背起锄头上了山，没日没夜地干。他说：“父亲把‘绿色银行’
交给了我，我得把它经营得更好！”1985年，骆炳岚荣获“全国绿化祖国
突击手”称号，成为名副其实的“林二代”。

骆德磷喜欢把“有了党的好政策，我才有今天”挂在嘴边。2013年
他注册了“骆德磷林场”，带动周边农户30余户参与林下中药材种植，
成立了高山中药材产业合作社。2015年春天，骆炳岚根据林场条件，
采用竹子搭棚盖遮阳网的方式，在厚朴林下试种七叶一枝花获得成功，
面积达千余平方米，一株小苗卖10元，4年生苗木价格为100元一棵。
他准备选择100亩厚朴林下土地，全种上七叶一枝花。骆德磷自豪地
说：“莫小看这些花花草草、蜂窝土鸡，不少老板出价很高买林子，我哪
舍得哟，这可都是我的金疙瘩呀！”据估算，目前骆炳磷林场的林木、林
下产业总价值早已超千万元。

骆德磷喜爱帮人。附近的老乡甚至隔壁湖南的村民看到老骆一家
造林富了，纷纷前来取经。骆德磷总是毫无保留，手把手地传授，还无
偿赠送树苗，包括并不便宜的厚朴和金银花苗。目前，仅骆德磷所在的
自然村，农民抚育改造的山林就达2万余亩，栽种厚朴等药材、经济林
3000多亩，年人均可增收1000多元。

如今，除了骆炳岚子承父业，儿媳李满英种下的黄桃今年已获丰
收，通过电商销得很火，农历十月，雪桃又将上市。她憧憬着能在林场
搞起民宿，开办农家乐，与游客分享山里的好空气和美食。孙子骆耀平
放弃城市优越生活条件，回来植树造绿。骆德磷说，改革开放闯开了路
子，事业传承有了希望。

骆德磷常常告诫家人，相信党、感恩党、追随党，这是他最朴素也最
真挚的认知，已75岁的他有个心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勿忘党恩管好林
刘祖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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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阜平县阜平镇大元村大园小学教师张建华——

坚守在村小学的好老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梁剑箫

河北阜平县阜平镇大元村大园
小学教师张建华，从教25年来，坚守
偏远山区教学一线，推广快乐教育，
培育快乐学子，不断进取，被教育部
评选为“2018 年度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

言传身教，呵护孩子成长

张建华毕业于河北保定师范学
校。1993 年 7 月份，她回到家乡阜
平县，在大台乡坊里村小学任教。

坊里村小学位于阜平县最贫困
偏远的村子，教学和生活条件很艰
苦。“当时的校舍是土坯房，漏风漏
雨，教室里桌椅摇摇晃晃，立不稳。
另外，学校很缺老师，4 年级所有的
课程都是我一个人教。”张建华用上
了很多在师范学校所学技能，音乐课
带着孩子们练发声，体育课领着大家
跳 韵 律 操 ，语 文 、数 学 、品 德 、科
学……直到有一天，她累得“失声”
了。

“嗓子说不出话，很疼。”找不到
替补老师，张建华自创了“无声课堂”
教学，将堂课需要学习的知识点写在
黑板上，用“哑语”给孩子们打手势，
这样硬生生教了一个月。期末考试
结束后，她教的4年级单科成绩门门
全乡第一。

在张建华看来，这种“哑巴式教
学”不是无奈的权宜之计，而是一种
培养学生品格的言传身教。“每一个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不会一帆风
顺。他可能会遇到很多挫折，如果遇
到困难就退缩，那将无法成长，更不
会成才。只有想办法克服困难，才能
培养出坚韧不拔的品格。”张建华认
为，直接讲这些大道理，孩子们或许
听不懂，但实际行动能潜移默化地影
响他们。

言传身教还体现在方方面面。
走进教室，地上如果有废纸，张建华
就会走过去捡起来，扔进垃圾箱。学
生们看见她这样，时间一长就会效
仿。久而久之，也就没有孩子随地乱
扔纸了。

有位叫小强的男孩，对语文学习
没有兴趣，坐在教室最隐蔽的角落，
成绩是全班垫底。为了鼓励他学习，
张建华特意将他调到第一排，课上关
注他，还常常给他开“小灶”，每次语
文课的前十几分钟，张建华都单独在
办公室带着小强朗读课文，缩短与其
他同学的差距。终于，小强的语文成
绩达到了及格线以上。

每逢周五，张建华都带领学生们
走出校门，给全村街道来个“大扫
除”，让孩子们在飞扬的尘土中知道
什么叫“清洁”；一到周末，她还会领
着班上的雷锋小队，给五保户送温
暖，教会学生“奉献”的含义；她也常

常带着孩子们勤工俭学，春天采槐
花，夏天捡麦穗，秋天摘酸枣，冬天拾
红枣……“没有爱，就没有教育；没有
兴趣，就没有学习。于细微处教书育
人，在活动中使学生成长。”张建华对
教育的理解，点点滴滴地渗透并不断
丰富着孩子的身心。

鼓励为主，倡导“快乐写作”

成为教师以来，张建华先后在坊
里村小学、城厢小学、照旺台小学、大
园小学4所学校教书。期间，她一直
提倡鼓励式教育，激发每一名学生的
潜能。她称每个孩子“宝贝儿”，孩子
们称她“老张”。“老张”的写作课远近
闻名，记者有幸聆听了一堂，亲身体
会到“阅读+生活=快乐写作”的教学
风格。

“写作文，要有一双科学和文学的
眼睛。”课堂上，张建华手捧一盆名为

“多肉”的植物，一边讲解着经典作品
中和植物有关的美文，一边请孩子们
练习说话。有的孩子说出一个好句
子，她就主动跟他握手；有的孩子一开
始说不出来，经过提醒和引导后有了
感觉，她号召全班同学鼓掌，还与时俱
进，用流行语给孩子“点赞”。整整45
分钟，满是笑声和乐趣，孩子们踊跃举
手发言，课堂氛围相当浓郁。

为了提高学生写作能力，张建华
专门设计了“滚动日记”。每天请一个
孩子记日记，然后自评，之后老师和其
他孩子“跟帖”，形式新颖活泼——

“凌志宝贝儿：你的日记里记录
的是真实的生活。这很好！但是，老
师想从你的生活记录中得到些什
么？毕竟你已经是 6 年级的学生
了！老师希望你做一个有思想的男
孩子。”

“郑江宝贝儿：你是老师眼中的
‘潜力股’，老师很看好你。你有着女

孩子细腻的心思，你有着‘老黄牛’的
勤奋精神，有着‘蜗牛’的不懈努力，
你和老师有着相同的追求，老师打心
眼里欣赏你！因为，你就像翻版的

‘老张’！”
……
有家长在日记中给张建华留言

说：“张老师，我儿子自从跟你学习之
后，无论他的学习还是个性发展，都
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写的作文让我
最头痛，从以前的三两行到现在能写
成一篇甚至更多些。从无事可写到
自己能编故事，这都是你的功劳，我
由衷地谢谢你。”

通过《滚动日记》，张建华也能发
现每位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做到
及时“对症下药”，保护孩子身心健康
成长。有位女孩父母感情不和，天天
吵架，孩子很不开心，写在了日记
里。张建华读了以后，鼓励她给父母
写封信。家长会那天，张建华装作不
知情，专门请这位孩子的父亲介绍教
育经验，还给每位家长发孩子的信。
女孩爸爸看到信后头埋得很低。这
以后，女孩父母的感情比以前缓和了
很多，孩子也不那么沉默寡言了。

仅 2013 年和 2014 年间，《滚动
日记》就写了 26 本。张建华为孩子
们写下2000余篇约200万字的评语
回应。

勤学善思，甘为“孺子牛”

在同事眼中张建华没有一点架
子，遇到不懂的就虚心求教。如今，
作为大园小学校长，她还承担起管理
工作，关心每一位教师的成长，努力
营造良好的教学环境。在她的影响
下，老师们兢兢业业，在工作岗位上
默默奉献着——

李叶老师，身体严重缺钾，常常
在上课间隙去医院输液，但每次挂完

吊瓶，就立刻赶回学校。“病了就治，
好了就干”是她的口头禅；

齐菁梅老师，每次看到张建华下
班晚，要走夜路，就主动陪着她一
起。“在张老师的团队中，我们都是相
互帮衬，共同进步。”齐菁梅说。

如今，齐菁梅也是“河北省名师
张建华工作室”成员之一。这是河北
省唯一一个设于偏远山区乡村小学
的省级名师工作室，成立于2017 年
7 月份。张建华带领来自河北省各
地的 7 名工作室成员，通过集中研
修、互联网+等研修方式，同教共
研。工作室启动以来，集中研修 3
次，送培送教21次，公开发表论文18
篇，主持、参与省市级课题研究 5
项。2018年4月份，约10万字的《启
航 2017·河北省名师张建华工作室
成长纪实》得到省考核组专家肯定。

不论工作多忙，张建华每天都挤
出时间读一小时书。“她每周读两本
教学杂志，每年读 10 本教育专著。
出外进修学习她必去书店转转。”一
位同事说。

2012 年在医院照顾母亲期间，
张建华看了三遍《小学语文课程标
准·解读》，光读书笔记就写了厚厚两
大本。她还经常浏览互联网，学习新
理念新知识，向年轻同事求教，向学
生学习，教学相长。“只有不断进取和
学习，才能带给学生最新鲜的营养，
让他们在快乐中对知识充满渴望。”
张建华说。

从教多年来，张建华曾先后荣获
全国模范教师、河北省特级教师、河
北省特殊津贴专家等40多项荣誉称
号。“我坚信，教育是一种陪伴。我怀
着敬畏之心，善待每一个孩子；牵孩
子的手，同读共写，在快乐教学中实
现育人目标：让学生做一个好人，写
一手好字，写一篇好文章，养成读书
好习惯。”张建华说。

在革命老区江西吉水县乌江镇，庄毛
英、李海民夫妻俩的名字家喻户晓。

2008年，在广东务工多年且手头富
裕的夫妻二人决定回乡投资创办养殖
场。这样不仅可以照顾老人和孩子，还可
以带领老乡共同致富，何乐不为？

起初，夫妻俩先后在村里投资开办
野鸡、芦花鸡、竹鼠、鸭子等养殖业，但均
因各种原因失败了。“花钱买经验，此路
不通干别的。”夫妻俩没有气馁。

2011年经过市场调查，夫妻二人决定
“重新”创办养鸽场。妻子庄毛英会管理，
懂技术，甘当“一把手”。丈夫李海民起早
贪黑跑市场，利用“网上网下”搞销路。养
鸽场越办越红火。目前，有存栏种鸽8000
余对，乳鸽2万多羽，年销售量10万余羽，
年产值达200多万元，成为当地规模最大
的肉鸽养殖基地。

“一人富了不算富，大家富了才心
安。”庄毛英、李海民夫妻俩达成共识，一
定把自家养鸽经验和技术传授给十里八
乡的养鸽专业户，共同发展养殖业。如
今，来养鸽场学习养鸽技术的人络绎
不绝。

今年初，庄毛英当选为江西省第十
三届人大代表，李海民被评为青年农民
致富能手。

右图 吉水县乌江镇枫坪村村民
庄 毛 英 、李 海 民 夫 妻 俩 在 养 鸽 场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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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张晶正在广播列车信息。 本报记者 李琛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