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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种希望 点亮梦想
——记“中国好人”王艳霞

如 发
现身边的
不文明行
为，可扫
描左侧二
维码下载
漯河发布
APP 进行
报料。

井冈山北路与海河路交叉口向北约 50 米路
东，有人用反光锥霸占公共停车位。

京广路与银江街交叉口向北约150米路东，
墙体倒塌。

玉河路与玉泉山路交叉口向东约 30 米路
北，井盖缺失。

黄河东路与桐柏山路交叉口向西约200米路
南，围挡破损。

市区公交再添“大站快车”

热心公益 乐于助人

■本报记者 陈全义 尹晓玉
齐国霞

通 讯 员 刘 勇
扎根乡村教育25年，呕心

沥血，在5000多名农村娃心中
播撒热爱读书的种子，先后带领
4所乡村小学走出被撤点合并的
困境；百折不挠，筹集各类建校
资金，为学校修操场、建餐厅；
敢闯敢干，为了学生的艺术教
育，奔赴北京邀请素未谋面的竹
笛演奏家到校授课；爱生如子，
托起困境儿童的美好明天；率先
垂范，不仅自己被评为“中国好
人”，还带领教师团队荣获“中
国好人集体”，并通过榜样引领
在朱耀环小学辐射的 7个行政
村、8000多名群众中形成了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的社会风尚。

她，就是舞阳县保和乡朱耀
环小学校长王艳霞，2019年1月
被中央文明办评选为“中国好
人”。

迎难而上 让农村学
校不再薄弱

“我到学校报到时，第一眼
看到的是双手沾满泥巴到校门口
迎接我的王校长。当时，她正领
着大家在校园里平整地面。”时
至今日，朱耀环小学教师田春娥
提到王艳霞，还说她是“泥巴校
长”。

1998 年从教，至 2008 年，
王艳霞已先后带领舞阳县九街镇
的3所乡村小学扭转了被撤点并
校的不利局面。2008年，王艳
霞调任朱耀环小学校长。当时学
校没有围墙、没有大门、没有操
场，一栋孤零零的教学楼伫立在
三里河岸边。学校只有70多名
学生，已被纳入撤点并校范围。
每到汛期，河水高涨，学校门口
一片汪洋。

每天上完课，王艳霞就骑着电
动车去找各级领导反映情况，争取
建设资金。功夫不负有心人。
2010年，王艳霞争取到9万元资
金，为学校修建了围墙，安装了大
门。接着，她和老师平地、修路、
建操场、植草种花……

为了给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
环境，王艳霞从不放弃任何机
会。2016年，她申请到一个建
设留守儿童餐厅的项目后，以个
人名义为工程队担保银行贷款
20万元。2021年 8月，王艳霞
参加全国校长网上公益培训时，
得知主办方打算给一所学校建塑
胶操场。她紧盯机会不放，连夜
整理学校的资料拿给主办方，为
学校赢得了这个捐赠项目。修塑
胶操场需先硬化地面，为了获得
更多建设资金，她又报名参加了
一个公益组织举办的全国乡村校
长大赛。写材料、演讲、答辩，

经过一轮又一轮筛选，最终，王
艳霞成为河南省唯一获奖的校
长，为朱耀环小学赢得了建设资
金，让学校顺利建成塑胶操场。
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蹦蹦跳跳，
王艳霞开心地笑了。

如今的朱耀环小学已成为花
园式学校，学生餐厅、教师周转
宿舍、各功能室及教学设施一应
俱全，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提供
了坚实保障。

敢为人先 让农村孩
子享受更好教育

2018年 5月 26日，朱耀环
小学的学生们排着队，一个一个
试唱音符。让人惊奇的是，正在
教他们演唱的是全国著名教育
家、竹笛演奏家周波教授。著名
教授为何会在一所乡村小学教
学？这是王艳霞不懈努力的结
果。

为了弥补乡村学校艺术教育
方面的短板，从 2010 年开始，
在王艳霞的带领下，朱耀环小学
陆续开发了七色花创意美术、快
乐作文等13个校本课程，涵盖
德智体美劳各方面。

2018年5月，王艳霞偶然在
网上看到了周波教授正在北京免
费招收学员的消息。“舞阳是贾
湖骨笛的发现地，也是笛子文化
的故乡。周波教授要是能来我们
这里教孩子，那该多好！”王艳
霞把这个想法说出来后，所有人
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但敢想敢
干的王艳霞利用周末时间买了一
张无座火车票，奔赴北京去拜见
周波教授。站了整整一夜，几经
辗转，当她双腿双脚浮肿、走路

一瘸一拐地出现在周教授面前
时，深受感动的周教授当即同意
了她的请求。很快，学校就收到
了周教授捐赠的价值20多万元
的钢琴、笛子、葫芦丝等乐器。
半个月后，周教授带领团队到朱
耀环小学成立贾湖笛文化留守儿
童乐团，正式把朱耀环小学作为
公益教学点。

但让王艳霞深感意外的是，
很多家长认为吹笛子是旧社会用
来讨饭的手艺，坚决不同意孩子
学。王艳霞挨个家访讲述艺术教
育的意义。在她的努力下，学校
选出了首批学吹竹笛的学生。

经过练习，学吹笛子的孩子
学习成绩普遍进步很大。孩子既
学到了才艺，又取得了好成绩，
个性也更加自信开朗。家长们纷
纷转变观念，开始支持孩子学才
艺。于是，学校又成立了葫芦
丝、非洲鼓等艺术社团。拥有了
才艺的学生们先后登上了舞阳县
春节团拜会、河南省少儿艺术节
等文艺会演的舞台，不断拓展眼
界，收获自信。

如今的朱耀环小学，在校生
300多人，每个孩子都能演奏一
曲。学校先后被评为“漯河市德
育工作先进单位”“漯河市基础
教育工作先进单位”“河南省艺
术特色学校”等。

爱生如子 让困境儿
童感受母爱温暖

“王校长，我走后想把孩子
托付给你……”“你放心，俺闺
女有啥她也有啥。”2022年12月
21日，8岁女孩苗苗（化名）的
父亲在临终前拉着王艳霞的手，

吃力地交代着后事。“临终托
孤”的情景让在场的人都泪流不
止。

苗苗4岁时母亲去世，父亲
身患重病。了解到苗苗的情况
后，王艳霞辅导她学习，教她唱
歌，给她买衣裳、买文具，像妈
妈一样呵护她。无微不至的关爱
让苗苗的父亲非常感动，临终前
他想把苗苗托付给王艳霞。王艳
霞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份重托。
如今，苗苗在王艳霞的细心呵护
下，越来越开朗，学习也有了很
大进步。

像苗苗一样，王艳霞照顾的
困境儿童还有很多。王艳霞会给
他们制订成长计划，带着他们读
书、锻炼、学才艺。他们中有的
已经长成了阳光积极、热爱生活
的青年。“妈，我参加了专升本
考试，感觉考得不错。”王艳霞
照顾长大的孩子晓燕（化名）经
常跟她视频通话。其他“儿子”
和“女儿”回到朱耀环村时，也
都不忘去看望她。他们还像小时
候一样亲切地喊她“妈妈”。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
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
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
地涌现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
族的希望。”王艳霞从不放弃任
何一个孩子，担心那些困境儿童
掉队，总是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
与爱护。她教过的5000多名孩
子没有一个成为“问题儿童”。

榜样引领 让文明乡
风润泽千家万户

每天下午放学，村民刘国强
便骑着三轮车进入校园。他熟练

地从每个垃圾桶中掏出垃圾，放
进车里，然后打扫一下学校卫
生。十二年如一日，风雨无阻。
2021年，刘国强被中央文明办
授予助人为乐类“中国好人”。
刘国强说，是王校长的精神深深
地感动了他，让他坚定地投身到
公益事业当中。

在刘国强和王艳霞的带动
下，学校每次有大型活动，家
长们都自发去打扫卫生；校门
口积水时，会有家长默默拉砖
给师生铺路；下雪时，家长们
不仅会去校园扫雪，也会把孩
子们的上学路全都清扫干净；
还有不少家长为学校捐款捐
物。今年2月，有学生家长为学
校捐赠了一座汉白玉雷锋雕
像。这更激发了师生们弘扬雷
锋精神的无限热情。

如今，朱耀环小学的30名
教师中， 2 人荣获“中国好
人”，2人荣获“漯河市道德模
范”，教师队伍荣获“中国好人
集体”。近年来，王艳霞还在村
民中评选出23名“好人家长”、
58名“教子有方家长”。这些榜
样赋予朱耀环小学向上向善向
美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师
生、家长逐渐传递到了更多村
民中去。在朱耀环小学辐射的7
个行政村、8000 多名群众中，
已逐步形成了崇德向善、见贤
思齐的社会风尚。

教育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
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
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
王艳霞不忘立德树人初心，牢记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以
赤诚之心、奉献之心、仁爱之心
扎根乡村教育，任劳任怨，无怨
无悔，甘当铺路石，用爱培育
爱、激发爱、传播爱，通过真
情、真心、真诚的付出，用爱滋
润学生的心田，带领学校走特色
发展之路，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王艳霞的辛苦付出赢得
了师生和群众的广泛赞誉，成为
让党和人民放心、群众满意、学
生喜爱的“四有”好老师，增强
了群众的教育获得感。2015年1
月，王艳霞被河南省人社厅、河
南省教育厅评为“河南省师德教
育专家”；2016年5月，她被河
南省委高校工委、河南省教育
厅评为“河南省教育系统学雷
锋活动岗位标兵”；2017 年 2
月，她被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评为2016“感动
中原年度教育人物”；2019年9
月，她被教育部评选为“国家
级优秀教师”；2021年6月，她
被河南省委评为“河南省优秀
共产党员”。

■文/图 本报记者 杨 旭
友善、真诚、热心……在

舞阳县太尉镇幸福刘村，提起
关兰花，村民大多会这样评
价。多年来，她悉心照顾患病
丈夫的事迹在当地广为流传。

2022年，关兰花家庭被评为市
级文明家庭。

1986年，关兰花的丈夫刘
世芳退休。原本打算安享晚年的
他，却在两年后患上腿疾，导致
行动不便。丈夫卧病在床，关兰

花毅然扛起生活重担。“老刘年
轻时努力挣钱养家，这才积劳成
疾。照顾他我没有任何怨言。”
关兰花说。

照顾病人是一件极其考验耐
心的事情。她每天负责丈夫的吃
喝拉撒，还要坚持为他按摩，想
办法逗他开心，缓解其压力。关
兰花就这样一路走过来，直到
2021年丈夫去世。

丈夫的哥哥刘世俊今年89
岁，无儿无女，平时也由关兰花
和她的子女照顾。4月11日，记
者见到关兰花时，她正在太尉镇
卫生院陪刘世俊输液。说起弟妹
一家，刘世俊满怀感激之情。

“每次生病都是侄子、侄女带我
看医生，弟妹照顾我。多亏了她
们一家子。”刘世俊说。

照顾家人，关兰花不遗余
力；对待邻里，她坚持与人为
善。村民赵桂英和关兰花的境况
相似，同样需要长年照顾患病丈
夫。这些年，赵桂英只要有事找

关兰花，关兰花都有求必应。关
兰花不时还会主动上门帮忙料理
家务。“兰花性格爽快，她老是
对俺说，有什么麻烦事找她就行
了。”赵桂英说。

此外，关兰花还心系村内
独居老人。每当家里炸油饼或
者丸子、酥肉时，她都会多炸
一些，送给这些老人。“我今年
78岁，平时一个人在家，所以
特别能理解独居老人的难处。
大家相互帮助，日子能过得舒
坦一些。”关兰花说。

关兰花是幸福刘村腰鼓
队 队 长 ， 打 起 鼓 来 铿 锵 有
力 ， 经 常 配 合 村 舞 狮 队 演
出。当天下午，记者跟随关
兰花来到太尉镇敬老院，观

看她们为老人准备的舞狮表
演。只见狮子摇头摆尾、辗
转腾挪，关兰花在一旁击鼓
助兴，赢得阵阵掌声。

像这样的公益活动，关兰花
几乎每周都会参加，有时还会带
着女儿一起。幸福刘村妇联主席
刘丽云告诉记者，关兰花是巾帼
志愿者，每次村里组织公益活
动，她都会报名，像村容村貌整
治、秸秆禁烧宣传等，她都积极
参与。“在关兰花的影响下，越
来越多的村民乐于参加公益活
动。”刘丽云说。

关兰花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
先进事迹，但她是用实际行动践
行着“奉献、友爱、互助、进
步”的志愿服务精神。有村民问
她：“你年龄那么大了，跟着跑
啥哩？”关兰花总是自豪地回
应，在有生之年，能够多做善事
是一种享受。

本报讯（记者 齐国霞） 4月
14 日，记者从市公交集团了解
到，继2月份我市公交推出“大
站快车”K1线路之后，“大站快
车”K2线路今日开通。

今年2月份，我市公交开通
“大站快车”K1线路以来，有效
缩短了高峰期从市中心医院到高
铁西站的乘车时间，受到群众欢
迎。在此基础上，市公交集团进
一步加强客流研判，经过认真研
究，从会展中心区域开往高铁西
站的“大站快车”K2线路也应运
而生。

据介绍，“大站快车”K2是
从漯河高中至高铁西站的单向线

路，运行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早
上7:20至上午8:20。市公交集团
将根据运营情况适时增加车辆，
延长运营时间。K2线路共11公
里，预计运行时间30分钟，发车
间隔10分钟，经停站点共18个，
分别为：漯河高中—锦绣淞江南
门—工商联大厦—嵩山西支路嫩
江路口—嵩山西支路会展路口—
嵩山路洪河路口—辽河路丹尼
斯—漯河军分区—市政府—汉江
路电业局家属院—种子市场—汉
江路太行山路口—汉江路井冈山
路口—汉江路白云山路口—市交
通运输局—源汇区政府—市民之
家—高铁西站。

4月15日，源汇区文化馆在双汇广场字圣书苑城市书房举办“艺
馨·幸福课堂”公益培训班。 本报记者 王嘉明 摄

4月15日，源汇区中等专业学校足球队和漯河市红狐狸足球队在源
汇区中等专业学校举行友谊赛。 本报记者 李宜书 摄

本报讯（记者 张丽霞 通讯
员 谢 明 明） 4 月 13 日上午 10
点，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城
区大队民警巡逻至市区长江路与
井冈山路交叉口时，发现一名女
子躺在地上，疑似发生交通事
故。此时过往车辆较多，存在安
全隐患，副大队长姜乐立即停车
上前了解情况。

经了解，该女子驾驶三轮车
经过路口时与一辆轿车发生碰
撞。轿车驾驶员惊慌失措，一直
在打电话。姜乐询问女子伤情并
对现场进行妥善处置。辅警马
奔、魏少鹏和马家骏积极疏导交
通。

救护车到达现场后，他们协
助医护人员将女子扶上救护车。

巡逻途中救助受伤女子

4月15日，郾城区沙北街道嵩山社区举办“童心向蓝天 共筑富强
梦”活动。 本报记者 张玲玲 摄

王艳霞和孩子们做游戏。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摄

在太尉镇敬老院，关兰花（右）等人为老人表演节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