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一路与湘江路交叉口向南约110米路东，
垃圾未及时清理。

岷江路与太行山北路交叉口向西约150米，
排水管道堵塞，污水横流。

阮庄路与井冈山西支路交叉口向西约 60
米路南，废弃物堆积。

九龙山路与嘉陵江路交叉口向南约50米路
东，主路面上有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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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俊霞
9月6日上午，记者在漯河技师学

院操场见到了正在带学生军训的电气
工程系新任班主任侯坤鹏和唐高远。
两人都已汗流浃背。

作为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
金牌获得者，侯坤鹏和唐高远2023年
留校任教后一直从事备赛学生的集训
指导工作。今年秋季起，他俩一起担
任班主任。

谈起初当班主任的感受，侯坤鹏
对记者说：“虽然有点儿累，但是收获
挺多的，综合能力在这段时间得到了
迅速提升。”他带的是电气自动化三
班，学生48人。

“作为班主任，我最大的愿望就是
把学生都培养成热爱学习、以技能立
身的人才。”唐高远带的是服务机器人
班，同时承担教学工作。

侯坤鹏、唐高远的夺冠辅导教

练——漯河技师学院电气工程系副主
任王博告诉记者，新生入校快半个月
了，侯坤鹏、唐高远基本实现了由竞
赛指导老师到班主任的角色转变。他
俩白天要陪在学生身边，在班里学生
就寝后，去实训室指导备赛学生，经
常晚上12点左右才能休息。

“在我们电气工程系，每位老师都
不计较私利、爱生如子。凭着这种精
神，我们连续多年在全省、全国大赛
上摘金夺银，实现了世界技能大赛河
南省金牌零的突破。”王博说，他们创
新教学模式，完善课程体系，不断提
升教学质量。该系教师先后在全国技
工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中获得二等
奖1个、三等奖1个，获省级大赛一等
奖1个、二等奖2个；学生在全国各类
比赛中获奖11个，在河南省各类比赛
中获一等奖21个、二等奖15个。

漯河技师学院高度重视技能竞赛
工作，在教务处下设竞赛办公室，实
行主教练聘任制，探索出“项目负
责、分工协作”技术管理模式。漯河
技师学院党委书记马占欣告诉记者：

“我们正在积极备战全国、全省第三届
职业技能大赛。今后，我们将不断深
化教育改革，强化内涵建设，创新人
才培养，以世界技能大赛成果转化促
进教学改革，以技能竞赛提升办学质
量，打造过硬技工教育品牌，培养更
多高素质漯河技工。”

本报讯（记者 郭勇睿） 9月
3日，市博物馆传来喜讯，该馆讲
解员万忆贝玟在8月28日至8月
30日举行的河南省第二届“红领
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上喜获一等
奖。

此次大赛由团省委、省委宣
传部、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
厅等11个部门联合举办，旨在持
续深化“红领巾讲解员”品牌建
设，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引
领，教育引导广大少先队员厚植

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
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比赛中，万忆贝玟以

“探寻神秘贾湖”为主题，依托市
博物馆馆内陈展，介绍了贾湖先
民在稻作农业、家畜饲养、原始
文字、音乐、酿酒等多个领域取
得的卓越成就。

经过主题讲解、命题讲解、
少先队知识问答等环节，万忆贝
玟在全省 100 名选手中脱颖而
出，获得一等奖。

我市一讲解员喜获河南省第二届
“红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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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张 赢
市第二实验小学语文教师陈静是中原

名师、河南省模范教师、河南省特级教
师。从教24年，她坚守教育初心，潜心教
书育人，赢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

陈静的爷爷、爸爸都是教师。“父亲爱
穿一件藏蓝色的西装。每次放学回家，他
的肩头总是落满了粉笔末。”

18岁从师范院校毕业后，陈静走上了
三尺讲台。父亲对她说：“当老师，要把自
己的心掏出来，真真切切地对人家孩子
好。”陈静将这句话牢牢记在心中，并身体
力行。

学生将陈静称为“超人静”，把她当作
好朋友，将心事告诉她，寻求她的帮助。
从教24年，陈静为人师表，潜心育人，让
语文成为有温度、有力度的学科。在讲台
上，陈静会为学生讲述奇闻趣事，也会组
织学生表演舞台剧。下课后，孩子们总会
围着陈静说：“下一节能不能还上语文课？”

“我们用爱和智慧浇灌种子，就能收获
一整个春天。”陈静说，“我坚守一个信
念：比教书更重要的是育人。”

陈静热爱自己的工作，也将这份热爱
传递下去。2015年9月，中原名师陈静小
学语文工作室成立。9年来，陈静倾尽全力
做教育帮扶事业的“追梦人”。该工作室先
后培养了94名城乡学员。学员刘晓巍成为
中原名师培育对象，学员潘淑亚等二十多
名教师成为市、县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从教以来，陈静积极参与课题研究，
努力提升学术素养。截至目前，她参与国
家级教育科研课题1项，参与省级教育科研
课题3项。2019年，陈静被省政府评为河
南省学术技术带头人，被 《小学语文教
学》编辑部评为全国小学语文“十大青年
名师”。2022 年，她被评为中原名师。
2023年2月，她成为教育部名师名校长培
育对象。2023年4月，陈静被全国总工会
授予五一劳动奖章。

“我想把讲台站稳。像农夫一样，我拥
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教育田地，把种子种下
后，不断用爱灌溉、施肥，将教育的果实
与同行分享。我喜欢在生活中寻找爱，并
将爱传递给身边的人。当那些来自大家的
爱和喜欢不断地涌向我的时候，我想，这
便是我坚持的意义。”陈静说。

■本报记者 齐国霞
9月6日下午2点15分，离上课还

有一段时间，市实验中学八（2）班的
教室里，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王延红正
在给学生讲题。“无论上午还是下午，
我总是比学生早到教室，放学后最后
一个离开教室，这样可以随时为学生
答疑解惑。”王延红的这个习惯，已经
保持了30余年。

王延红说：“投身教育事业，就要
甘于奉献，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我是
发自内心地热爱教育事业，喜欢和孩
子们在一起。看着他们健康成长，我
真的很高兴。”

王延红的父亲、母亲都是教师。
在父母的熏陶下，她从小就想当一名
人民教师。

“要想给别人一杯水，自己首先要
有一桶水。初为人师时，我没有教学
经验。幸运的是，在王冬梅老师的帮
助下，我很快实现了角色转变。”王延
红说，王冬梅老师正面引导学生的方
法、注重营造轻松的课堂氛围，令她
受益匪浅。

只要有时间，王延红就去听其他
老师的课，认真做课堂笔记，课后认
真思考，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教学方法。

课堂上，王延红以学生为中心，
用多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得出结论、
发现重点，激发学生的奇思妙想和对
知识的渴望。备课时，王延红尽量多
找一些课本外的题型，先通过测试了
解学生掌握知识点的情况，再有针对
性地讲解。课后，王延红积极与学生
讨论，让学生充分理解所学知识。

王延红凭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和灵

活有效的方法，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成
果。她所带班学生的数学成绩始终居
年级前列。

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
教育。“在我眼中，没有学不会的学
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王延红尊重
学生、信赖学生，对所有学生一视同
仁。学生张桐学习数学很吃力。王延
红帮助她查找不足、分析原因，多次
抽出时间帮她查漏补缺。经过三年努
力，张桐在中招考试中考出了数学满
分的好成绩。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身为班主
任，王延红教育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
想，诚实守信，脚踏实地，勇敢面对
挫折和困难，珍惜时间，将来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从教30余年，王延红多次被评为
市实验中学“十佳名师”、市级优秀班
主任、市级优秀教师。

■本报记者 尹晓玉
“昨天，我们学习了小数乘以小数。谁

能说一下计算法则？”9月6日，在舞阳县北
舞渡镇初级中学，万铮带着学生复习前一
天所学知识。鼓励加赞扬，她让学生做课
堂的主角，勇敢、自信地表达想法。

万铮是漯河小学教师。从教28年来，
她以真心、细心、爱心教书育人，积累了
丰富的教学经验，先后被评为漯河名师、
漯河市优秀班主任、河南省骨干教师等。

在教学中，万铮坚信“数学是讲道理
的学科。把数学教好，就是要教会孩子们
用数学思维解决问题。”她认真思考并与其
他老师交流“如何利用生活现象激发学生
对数学的兴趣”“数学试题的整合方法有哪
些”等。她的课堂生动有趣。她给予学习
困难的学生更多关注，在课堂上多提问、
多表扬，课后多找他们谈心，激发他们的
学习兴趣，赢得学生喜爱。

今年，得知我市部分农村地区师资力
量薄弱、教学质量有待提高，万铮主动申
请去乡村支教。9月1日，她到北舞渡镇初
级中学支教，成为五（5）班的数学老师。
万铮有两个孩子，一个上高一，另一个上
小学二年级。为了教好学生、照顾好孩
子，她每天早上6点多开车去北舞渡镇初级
中学，下午放学后返回市区家中。

“第一天，我独自开车往返，十分忐
忑，经过这几天的锻炼，已经适应了。”万
铮告诉记者，她发现乡村学校的孩子普遍不
自信，基本不说普通话，上课也不敢举手回
答问题，不敢展示自己。她调整教学方法，
课堂上采取“学生为主体，老师来引导”的
方式，争取一节课能让每个学生都有话可
说、有思路可以分享。学生越来越喜欢这样
的上课方式，变得越来越敢于展示自己。

“万老师说话很亲切。她的数学课讲得
很详细。很多时候，她像变魔法一样，将
一道平常的题变成多种不同的题。”“我们
学不会的时候，万老师会一遍又一遍地耐
心讲解，从不惩罚我们。她中午就会把当
天的家庭作业告诉我们。这样一来，我们
在学校就可以写家庭作业了，有不会的题
可以向她请教，晚上回家就轻松了。”虽然
才开学一周时间，但学生们提起万铮都赞
不绝口，学习的兴趣更浓厚了。

“在农村小学，我认为除了授课，改变
孩子们的思维方式、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意
义更大。”万铮说，她会陪学生们快乐地度
过一段重要时光，让他们有勇气创造更美
好的人生。她将做好“传帮带”，把自己的
教学经验和好的方法分享给更多乡村教师。

9月7日上午，源汇区马路街街道友爱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孩子
们和家长在“友爱你我”周末亲子公益学堂学习插花。

本报记者 齐国霞 摄

9月6日，源汇区顺河街街道戏楼后街社居委组织开展消防安全演
练。

本报记者 孙 震 摄

王延红给学生讲题王延红给学生讲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国霞齐国霞 摄摄

陈静

提灯引梦 以爱育人

心怀热爱 匠心育桃李

万铮指导学生万铮指导学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尹晓玉尹晓玉 摄摄

万铮

带着爱去支教

王延红

把学生放在第一位
侯坤鹏、唐高远

实现角色转变

唐高远唐高远（（中中））在实训室指导备赛学生在实训室指导备赛学生。。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焦海洋焦海洋 摄摄

陈静在备课陈静在备课。。 见习记者见习记者 张张 赢赢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