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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青 丝 白 发 ， 岁 月 如 歌 。

在一年又一年的迎来送往中，

又有一批教师到了光荣退休的

时候。

9 月 8 日，我市为 60 名光

荣退休教师代表举办荣退仪

式。感恩他们几十年孜孜不

倦，换来桃李芬芳、春色满园。

在掌声中，荣退教师代

表们身穿白衬衣，接过代表

祝福的献花，不少人已眼含

热泪。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教 育 是 一 种 传 承 ， 就 像 灯

火 ， 只 要 不 断 添 加 新 的 灯

油，就能继续散发光芒。”老

教师刘老师笑着说。

“我志愿成为一名人民教

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遵

守教育法律法规，履行教书

育人职责……”正如刘老师

所说，当天，我市数十名新

晋教师代表庄严宣誓，立志

做 有 理 想 信 念 、 有 道 德 情

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的教师。

来自市二中附小的体育

教师肖淞文刚刚走上教师岗

位，毕业于市二中的他一直

有个愿望，就是回到家乡，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让孩子们

在阳光下成长。

唐洁是今年新入职的数

学教师，虽然是怀化人，但

她坦言非常喜欢株洲。她表

示，今后将牢记誓词，为株

洲的基础教育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一份特别的教师节礼物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戴凛

“可以为我和爸爸拍一张合影吗？”9月 8日，记者见

到了来株的茶陵教师陈艳辉。还是那副圆形玻璃的眼

镜，和一身极简的长裙。爸爸陈二文则一直站在女儿陈

艳辉身边，不时地露出慈祥的笑容。简单地交谈过后，

陈艳辉有些不好意思地提出了这样的要求。

说起陈艳辉，大家很快就会联想到一位在乡间小

路上骑着摩托车奔驰的女教师。但真正见到陈艳辉，你

又会发现，很难将这位相对瘦弱的女子和脑中的印象

结合起来。

陈艳辉说，2016 年，她走上了送教之路，一般会利

用周末或节假日开展相关工作。由于有的送教对象家

庭位置太远，陈艳辉只能依靠摩托车出行。为此，她要

先步行至镇上租摩托车。

有一次，镇上没有候客的摩托车司机，于是她打算

一边走，一边找车。然而，她一直走了差不多十公里，才

总算拦下一辆摩托车。在她的记忆中，已经有太多次壮

着胆子，摸黑走在曲折的乡村道路上的经历。

心疼女儿的不易，“老陈”送给女儿一份特别的礼

物——摩托车。有了这辆摩托车，陈艳辉不再为拦不到

车而发愁。从此，在茶陵界首镇的乡间，多了一位女骑

士。

但女儿终究是爸爸的“心头肉”。2018年，爸爸决定

担任驾驶员，配合女儿一起参与送教。就这样，两人穿

行乡间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除开送教，陈艳辉更多时间的身份是班主任。自

2013年大学毕业后，她回到茶陵界首中心小学工作。入

职时，她曾以十年为限，给了自己定下了一个“小目

标”：留在家乡学校，让村里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

如今，“小目标”早已实现。但她表示，愿意继续坚

守，以培养更多的学生走出大山，学好本领后再一起建

设好家乡。

“爸爸送给了我很多‘礼物’，尤其是做人、做事的

哲理。也希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给爸爸送上一个特别

的礼物。”在和记者交流结束后，陈艳辉提出了一个小

小的要求。她希望记者给他们父女两拍一张照片，作为

两人教师节共同的礼物。

近百名优秀教师
感受株企科创实力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陈驰） 9 月

9 日，市教育局组织近百名优秀教师代表，

走进北斗大厦与中车株机，近距离了解和

感受我市在北斗应用领域、轨道交通领域

的发展由来与强劲实力。

在北斗大厦二楼展厅，在讲解员的引

导下，老师们了解到北斗技术的应用场景

丰富，大到卫星升空、小到车辆导航，都

与生活息息相关。目前，在株洲经开区，

不仅建成了 1.2万亩的北斗产业园，北斗技

术更是在我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农

业生产、安全应急、城市管理等多个领域

广泛应用。

“教师的社交圈子较小，大部分时间，

都在校园中。这次看到了株洲企业的强劲

科创实力，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倍感振

奋。”在中车株机的展厅时，一段宣传片，

由远及近讲述了株洲轨道交通发展史，也

勾起了老师们的记忆。他们教导的部分学

生，如今已在我市轨道交通企业就职。从

绿皮车到和谐号，展厅里的各类模型吸引

了他们驻足凝眸。

芦淞区：共话教育
高质量发展路径

株洲日报讯（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
员/刘文畅）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推动

芦淞教育高质量发展。9 月 9 日，芦淞区庆

祝第 40 个教师节座谈会举行。辖区各中小

学校主要负责人、教师代表为教育工作献

计献策。

座谈会上，5位教师代表就如何践行教

育家精神，立足岗位建功，狠抓质量建设

等主题，围绕办学模式、学校管理、教师

培养、学生发展、个人成长等方面，提出

了相关意见和建议。

淞 南 中 学 支 部 书 记 、 校 长 欧 燕 斌 认

为，要以制度和人文关怀相辅相成，营造

出一个既规范有序又充满活力的教育环

境。二中枫溪学校初中部校长张艺，就新

中考形势、教育生态与新教育时代发表了

见解，提出了路径与方法。

立人学校的阙豆豆老师是“全国优秀

共青团干部”，她讲述了个人成长之路。她

认为，要把个人的“小我”融入民族的

“大我”，在教育实践中寻找自己生根拔节

之道。

二中枫溪学校小学部的刘美玉老师从

教二十余载，是一名优秀的“老”班主

任。她说，教育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将

鞭策自己在教师的岗位上，践行教育家精

神，守好三尺讲台、做幸福的教师。

作 为 芦 淞 区 “ 十 佳 课 改 能 手 ” 的 曹

楠，是何家坳小学的一名青年教师。她介

绍，何家坳小学是株洲市“深度学习”的

示范基地校，通过“青蓝工程”的实施，

大批青年教师正茁壮成长。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今日是第40个
教师节，株洲日报社聚焦株洲教师群体，
采用多个视角，创意十足地推出了一系
列优质融媒体产品，让我们跟随镜头和
动画，了解更多株洲教育人的故事。请扫
描二维码观看。

荷塘区：弘扬师德
感谢师恩

9 月 9 日，荷塘区庆祝第 40 个教师节活

动在美的学校举行。同学们用真挚的语言，

老师们用深情的故事，诠释了教育的美好。

全体教师齐诵荷塘教师教育宣言，展现荷塘

教师优良的师德师风。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戴凛
通讯员/王芳芳 摄

亲爱的老师 节日快乐

株洲首届教师节优秀教师为青年
教师送上超有心礼物

“希望年轻一辈抓好
教育接力棒”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个人文集、手工剪纸艺术品、珍藏版《辞源》……9 月 8 日

晚上，三位株洲首届教师节优秀教师袁楚湘、张德雷、鲁惠芬

老师为青年教师代表送上超有心礼物，希望全市青年教师不

忘初心，抓好教育接力棒。

袁楚湘是湖南省特级语文教师。几十年的教育生涯，学

生是袁老最大的财富。作为一个普通的人民教师，每逢节假

日，都是他的幸福时光，毕业后分布在五湖四海的学生们总

会给他发条短信，打个电话。

用他自己的话说，为同学们的成长和成就感到欣慰，拥

有学生是幸福的，有如拥有春天。

现场，袁老将自己的一本个人文集送给青年教师郑颖。

他激动地说，这本书里有自己对教育的诸多感悟，希望对新

一代教师的教育之路有指引作用。

“不争教育奖，要做教育家，做教育家型的教师！”袁老的

一席话引起众多教师的共鸣。

老教师张德雷来自芦淞区，在百井小学（现为金轮侨心

学校）播撒教育的种子。此次他特意跟金轮侨心学校的孩子

们耗时近一个月完成了一幅手工剪纸艺术品。

在这幅作品中，书海里一位女教师的身形栩栩如生，下

方“坚守初心 点亮他人”八个字异常醒目。

张老将这幅精心装裱的作品送给来自石峰区九方小学

的青年教师罗鹏。作为学校的大队辅导员，罗鹏老师深入班

级，家访 50余人次，不断了解贫困学生家庭实际情况，帮助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树立战胜困难的信心。罗老师说，深入了解

张老的教育故事，自己深受感动，一定不忘教育初心，用心用

情服务学生。

鲁惠芬老教师则带来了自己珍藏的出版于 1979年的《辞

海》。她说，《辞海》是以字带词，兼有字典、语文词典和百科词

典功能的大型综合性辞典，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辞典。

“以前，我遇到不懂的字或者知识就去翻这本书，现在送

给年轻人，希望他们能够在学海里继续泛舟，将更多知识传

递给学生。”鲁老师不舍地抚摸着《辞海》的封面，将它交到青

年教师陈思怡的手里。

记者戴凛为陈艳辉父女拍摄合影。 记者/孙晓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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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代表现场发言。记者/戴凛 摄

编者按

致敬教师节

马安健希望年轻老师们

让株洲教育
更具有生机和活力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孙晓静

虽然步履蹒跚，但“全

国劳动模范”马安健老师仍

赶来参加株洲市庆祝第 40 个

教师节大会。现场，大家又

重温了他的教育故事。

1962 年 9 月，23 岁的马安

健来到炎陵县鲁坑小学。当

时学校的场景震惊了他：没有

黑板,没有课桌椅，整个学校除

了 18 个孩子，全部家当就是

一叠厚厚的学生欠费条。

没有经费怎么办？马安

健带领学生们栽果树、种药

材、养鱼，想方设法化解孩

子们的家庭困难，连续 20 多

年，鲁坑小学没有收过孩子

们一分钱学费，而学校的适

龄儿童入学率和巩固率一直

是 100%。

在同一间教室，同时给

四个年级的孩子上课，在今

天是难以想象的。马安健通

过拜师取经、苦心钻研，终

于掌握了复式教学的规律，

创 立 了 “ 短 动 教 学 法 ” 和

“四步教学法”，得到了教育

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

度评价，在全国农村复式小

学中广为推广。

50 余载的岁月，印刻着

他如山的背影，他用臂膀，

承载起山区孩子的未来和希

望。“全国人大代表”“徐特立

教育奖”、国务院“有突出贡献

发展农村教育的专家”，“复式

教学首席专家”等荣誉，印证

着马安健对老区农村教育事

业的无限热爱和忠诚。

2010 年，市政府专门设

立了“马安健教育奖”，这是

全市教育界的最高荣誉。

现场，马安健被年青一

代教师的活力感染，不时鼓

掌，开怀大笑。

“我希望，年轻老师更上

一层楼，让我们株洲教育更具

有生机和活力。”面对记者的

镜头，马安健语重心长地说。

老教师荣退 新教师宣誓

这份教育传承令人泪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