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今年
7

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指出：“如果说教育是
国家发展的基石，教师就是奠基者。有好的教师，才可能有好的教育。我国
有
１６００

万教育工作者，他们长期以来兢兢业业，默默耕耘，不计名利，甘为
人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为我国教育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使教师成
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

今天，本版特别推出反映我市两位普通教育工作者甘为人梯、基层创
业的长篇通讯。他们的事迹细微而闪光，他们的精神平凡而感人。正是因为
有他们这样脚踏实地、辛勤耕耘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和不
懈奋斗，我市教育事业才迎来今天蒸蒸日上、硕果满枝的大好局面。本报以
这两篇特别报道向即将来临的第二十六个教师节献礼，并祝全市广大教师
和教育工作者工作愉快。

杨磊和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 建华摄

□

王刚

爱心浇灌 铁树花开

———记光山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戴运国

那年他
40

岁，提着一个简简单
单的小包，风尘仆仆地来到了一条
巷子的门前，抬头看了看那块油漆
剥落的牌子，心想这应该就是自己
要来的地方———光山县特殊教育
学校。

踏进这个校园，他清楚这是他
人生道路的一次最重要的选择，他
深深懂得进入这个“特殊”环境，意
味着将会失去很多。 同为教师，他
将要每天面对的是一群咿咿呀呀、

以手带口的聋哑孩子； 同为教师，

可能永远都不会有桃李满天下的
喜悦；同为教师，他要超负荷地付
出而没有任何回报……以后的路，

注定要饱受清贫与委屈，甘于平淡
与奉献。

现实的困难并没有吓倒这位
铮铮汉子。他决心要将残疾的孩子
们带到一个崭新的天地，重新对接
他们折断的翅膀，让他们在生活的
海洋里自由地翱翔。

这是他来时的誓言。几年的努
力，他真的做到了。

他，就是光山县特殊教育学校
校长戴运国。

“这里是残疾孩子眷恋的乐园”

2004

年
8

月， 组织上调他来光
山县特殊教育学校担任主持工作
的副校长。之前，他已经在县教育
局办公室任综治办主任，并分管办
公室的主要工作。按理说，工作和
生活已经很稳定了，个人的工作也
得到领导的肯定。当组织要他去县
特教学校时，他很清楚自己要接手
的是一项怎样的工作。当时，有的
同志劝他别去接手这项工作， 说：

去教那些哑巴， 出不了什么成绩，

如果干不好，还会抹杀了以前的成
绩。他有过动摇，但在工作上挑三
拣四、 知难而退不是他的风格。他
咬紧牙关、下定决心：一定要去，一
定要把这项“特殊”的事业干好。

他来后不久便进行调查研
究：学校办学条件差，必要的教学
设备缺乏；学生少，学生住宿条件
差； 家长送残疾孩子上学的意识
淡薄……

当年
8

月初的夜晚， 依然有些
燥热， 学校的会议室里灯火通明。

他正组织召开学校的领导班子会
议，这是一次决定学校前途和命运
的会议。他表情凝重的脸上表明了
学校存在的潜在危机，在座的每一

位教师的脸上都挂满了汗珠。

这次会议持续了很长时间，最
后达成共识：先筑巢引凤，搞好硬
件建设，让孩子想来，让孩子乐来。

这一年刚开学，由于学生的增
多，学校的各项配套设施跟不上教
学要求，给残疾学生提供更便利的
学习条件，便成为学校发展中的一
件非常迫切的事情。可是，要配套
教学设施，就需要资金，没有资金，

一切事情都办不成。 为了募集资
金，他不知跑了多少路；为了募集
资金，他不知受了多少委曲。有一
次，在办理某项手续时，他为了能
再少花一些钱，催促人家再办快一
些，不想，人家不仅没照顾，反而冷
冷地说了一句话：“没有钱，就别折
腾，少在这里发牢骚！”事后，当老
师们知道戴校长为了学校工作受
了这么多的“窝囊气”时，对他更加
敬佩了， 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了，都
纷纷表示一定要干出一番成绩来！

经过几年的努力，他带领教职
员工多方筹资

400

余万元， 先后硬
化了操场和所有地面。校园绿化率
达到

50%

，实现了立体绿化，乔木
和灌木搭配， 草木和花木相宜，四
季常青，季季有花，身临其中，如游
花园。在空闲地带和围墙设置文化
长廊，刷写励志宣传标语，让每一
堵墙都会说话，让每一块园地都会
溢情，让学生时时感到“只有我们
的‘家’最可爱”。学校先后为孩子
们配置了个人单独使用的更衣柜、

碗柜、蚊帐、床上用品、校服（两年
一套）等，每间住室安装电视机、电
风扇，学校的洗浴室长年对学生免
费开放。兴建了多媒体教室、微机
房各

1

个，配置了语言设备
50

套，购
置图书

5000

等册，让学生接受现代
信息技术教育，扩大知识面。

“这里是残疾孩子温馨的摇
篮， 这里是残疾孩子眷恋的乐园，

这里是孩子们腾飞的地方。” 这是
光山县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手机彩
铃的主题词，拨通学校每一位教师
的电话，都会感受到特殊学校对孩
子们特殊的关爱。

一个爱“找事”的人
残疾孩子的心原本是破碎的。

压抑、苦恼、自卑完全可以击碎孩子
幼小的心灵， 与世隔绝的感觉是难
以想像的。 如果再不接受任何教育
的话，将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废人，就
会被社会所遗弃， 对残疾孩子来说
无疑雪上加霜，一生更是不幸。

戴运国和他的同事们要做的
第二件事情就是“请”学生。

学校大多数残疾孩子，是老师
登门做工作“请”来的，每到暑假，

在光山县乡村的田埂上，总有一支
顶着骄阳不停行走的队伍———光
山县特殊教育学校的招生小分队。

他们走村串户有针对性地开展“游
说”工作。与泥泞、烈日等艰难的自
然条件相比，聋哑儿童父母对孩子
现状的默认、对孩子失去信心后的
言语和眼神， 让老师们更加难受。

有一年，戴运国到泼陂河镇徐湾村
招学生， 听说该村有一名聋哑孩
子，他没有顾上吃午饭，紧赶快走，

大汗淋漓，直奔孩子的家。当向孩
子的妈妈说明来意的时，孩子的妈
妈说：“你们大热天的来招学生，国
家补你们钱了吧？孩子哑了，听不
见，吃饱穿暖就行了，还上什么学，

还指望他能学成啥样？” 戴运国的
心顿时凉了半截，但并没有心灰意
冷，他怀着一颗火热的心向孩子的
母亲耐心讲述：残疾孩子本身就已
经很不幸，我们只能弥补，不能冷
漠了； 残疾孩子可以接受教育，同
样可以成才；残疾孩子有未来，同
样可以回报母亲，回报社会。讲得
那位母亲泪流满面， 脸带愧色地
说：“我不是不想让孩子读书，这
样的孩子我都嫌麻烦， 谁还能来
主动地管他们啊， 这不是来找事
吗……”

戴运国就是这样一个“找事”

的人，他也带出了他的这些“找事”

的老师们。

正是有了这些无私奉献的“找
事”教师，才能让那些残疾孩子走
进属于他们自己的校园，感受从未
感受的环境，学习从未接触过的知
识，享受从未享受过的快乐，打开
他们封尘已久的心灵，去感知这个
对他们来说已经迟了又迟的世界。

这些初到学校的孩子什么都不
懂，有的还哭闹不止，需要老师承担
起父母的责任。戴运国就亲自示范，

照顾孩子们的吃喝拉撒睡， 他们的
被子尿湿了就给他们洗、晒，病了就
领他们去医院，端水喂药，守护在病
房。热了，冷了，一些特困生没有衣
服穿， 老师就从家里拿来衣服送给
他们穿上。有的家长不能接孩子，老
师就自己掏钱买票送他们上车，千
叮咛万嘱咐让他们安全到家。 寒暑
假父母不在家的孩子， 戴运国便亲
自护送到家。不仅如此，学校所有教

师每年还要对贫困学生开展捐赠活
动。久而久之，家长感动了，学生心
灵的窗户打开了，师生关系融洽了，

孩子们的心里话都愿意给老师
“讲”，心中的困惑慢慢地化解了，与
父母的矛盾也化解了。

2008

年
５

月
18

日下午
２

点
２８

分，

光山县特殊教育学校出现了感人的
一幕： 学生们自发地在校园里整齐
列队，在烈日炎炎下肃立，向四川汶
川地震灾区遇难者默哀

３

分钟，一张
张稚嫩的脸上， 寄托了对灾区遇难
者的哀思。“社会给予了我们残疾孩
子很多的关爱， 现在他们比我们更
需要援助， 我们也要尽自己的一份
绵薄之力，捐出自己的零花钱，帮助
救灾一线的叔叔阿姨们……” 六年
级的学生干部易玲玲对校长“说”。

是啊，多好的孩子们，他们多数是受
赠的对象， 自愿向灾区捐款还是第
一次，这既是一次爱心的捐赠，更是
一次心灵的升华。是啊，正是教师们
的无私奉献， 这些残疾孩子才逐渐
从自卑的阴影中走出来，懂得自信，

变得阳光，关爱社会。

戴运国看到了前途，也看到了
希望。

爱心浇灌，铁树开花
戴运国说：“提高素质、适应社

会是培养残疾孩子的最终目标。”

如何把孩子们的翅膀锻炼得更坚
强有力，独立地走向社会，他苦思
冥想了很久……

他从模拟社会、扩大交流入手，

组织开展一系列的创新活动， 突破
了制约学生能力发展的“瓶颈”，终
于走出了一条特教创新之路。

———为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学
校每年与县司马光中学举行“手拉
手”联谊活动，通过现场表演节目、

互赠礼品、沟通交流和以后的书信
来往等，让残疾孩子感受社会大家
庭的温暖。

———学校充分利用光山县的
红色资源，如邓颖超祖居、王大湾
会议旧址、北台子革命先烈纪念碑

等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对学生进行
道德品质教育， 既增长了知识，又
提高了素质。

———特殊教育的最终目的是
让残疾孩子能够融入社会独立生
存，为解决聋哑学生就业难的问题，

让学生学到一技之长， 在社会有立
足之地，有生存能力，能融于社会，

戴运国四处奔走，费尽口舌，终于与
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联合开办职教
特教班，开设服装裁剪与工艺专业，

为本地羽绒服装加工培养实用人
才。同时，兼以刺绣、手工、电焊及电
器维修等职业技术培训。

———为了丰富残疾孩子们的
课余生活，增长他们各方面的知识
和能力， 他还组建了文艺演出队、

篮球队、小小书画爱好者协会等兴
趣小组。小小书画爱好者协会每周
举行一次“小小书画展”活动，多名
队员的作品分别获得省、市、县的
奖励，舞蹈《扇舞》分别获得了省、

市的奖励，展现了这些残疾孩子自
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风貌。

爱心浇灌，铁树开花。如今，光
山县特殊教育学校已发展成为融
残疾学生文化学习、 语言康复、职
业教育、生活娱乐于一体的功能齐
全的现代大型特教学校，多媒体教
室、语言训练室、电脑室、图书室、

学生洗浴室等基础设施一应俱全，

现代化教学手段广泛应用于教育
教学的各个方面，为残疾孩子的健
康成长奠定了基础，成为远近闻名
的残疾孩子的乐园。学校先后被授
予“河南省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单
位”、“市级文明单位”、“花园式学
校”、“德育工作先进学校”等称号，

他本人也获得了“信阳市德育先进
工作者”称号。

创业道路上，有说不完、道不
尽的辛酸苦辣， 光山县特殊教育
学校今后的路， 还需要他继续努
力地走下去。人们有理由相信，成
功依然属于这位坚定执着的特教
开拓者。

在教育沃土上绽放光华

———记平桥区第二小学校长杨磊
教育是我追梦的魂，孩子是我生命的歌。

———杨磊
提起你的职业， 有人不禁这样礼赞：你

是春日里的微风， 呵护幼小生命扇动翅膀；

你是秋日的高阳，照耀棵棵小树飘散着果的
芬芳……

在一次“全国骨干教师业务研修会”上，

主持人这样介绍你： 全国德育科研先进工作
者、全国骨干教师、河南省优秀教师、省学科
带头人、信阳市名师、平桥区十佳公务员……

这时，你坐不住了，脸庞红彤彤的，忙站
起来说：这些都不重要，我首先是一名光荣
的人民教师，奉献于教育，服务于学生。

这就是你，平桥区第二小学（以下简称
平桥区二小或二小）校长杨磊。

一
面前的杨磊，是一位思维敏捷、活泼开朗

的知识女性。你说，你是驻马店人，在驻马店
师范毕业后来到信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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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走上讲台算起，

至今已有
24

年教龄了。这
24

年过得真快，生活
虽然波澜不惊，你却无怨无悔。你说

,

选择教
育是在追梦，是要让“如果我当老师，就不会
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的梦想变成现实。

你受命担任平桥区二小校长的时候，学
校教师队伍年龄老化， 思想情绪不稳定，人
心思走，直接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许
多孩子转往其他学校， 剩下的仅有

700

多名
学生，且生源多半是街道、企业、城郊农民和
外地做生意流动人口的子弟。 有人担心：你
稚嫩的肩膀能否挑得起这副重担？ 你说，事
在人为，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上任后不久，你就制定了“一年上台阶，

二年跨大步，三年见成效”的工作目标。向着
这一目标，你从打造一流的团队、改变师生
精神面貌抓起； 从找准素质教育切入点，因
材施教，培养学生兴趣特长抓起；从改革课
堂教学，改进学生学习方式抓起。从此

,

你全
身心地投入到“打造特色学校，创办名小学、

强小学”的实践活动之中，勇往直前。

你说， 一个好教师只能带好一个班，一
个有朝气的班子才能让一个学校虎虎有生
气。你狠抓学校领导班子建设，重塑领导干
部新形象，率先垂范。作为校长的你，处处严
于律己，以身作则，凡要求老师做到的事，你
总是率先做好。多年来，你坚持每天早上

7

点
半以前准时出现在校园里，迎接师生，检查
校舍，指导学生值日，乐此不疲。

你引导班子成员工作追求高标准，引导
他们学习人性化的管理模式， 优化管理艺
术。几位副校长都是女性，她们有的性格文
静，慢条斯理

;

有的性格泼辣，快人快语，你
认定，这是一支优势互补的“铁娘子军”。巾
帼不让须眉，你点燃了每一个人的激情。

2008

年， 平桥区政府投入
1000

多万元，

对区二小进行综合改造后，学校的办学条件
有了明显的改善， 生源队伍也随之壮大。为
了充分地利用好这里优厚的教育资源，你又
带领班子成员投入到了校园文化建设之中：

平整校园，植竹种花，粉刷墙壁，制作文化长
廊。就连那通往操场的六十六级台阶也被赋
予了文化的内涵。短短数月，一个花园式的
充满书香气息的校园展现在师生面前。

二
你常说：“培养一流师资，必须依托教研

活动。”你带领全体教师积极投入到了“洗课
活动”之中，以实现课堂教学“淘尽黄沙始见
金”的教育思想。不仅如此，你还通过“洗课
活动”研究出台了“学案导学”课堂教学新模
式。现在，“学案导学”课堂教学新模式已广
泛应用于农村学校的中小学课堂。你说，“城
乡教育是一家”， 所以经常带着研究成果送
教下乡， 开展经常性城乡学校“手拉手”活
动。如今，平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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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乡（镇）中心校都留下
了你支教的足迹。几天前，你还把区政府奖
励你的

2009

年“十佳公务员”的
1

万元奖金，

全部捐给了支教学校。

为推广教研成果，你开展了“平桥区二
小‘生本教育’大讲堂”研讨活动，并带头上
了第一课。在你的带动下，学校优秀青年骨
干教师纷纷争上观摩研讨课。四乡八邻学校

的教师们纷纷赶来学习交流，市、区教育局
和教研室的领导、 专家也赶来观摩研讨。这
还引起河南教育报社的领导和专家的关注，

他们亲临课堂观摩指导，并将此项研究作为
重点扶持项目。

大步走在教育改革的“行知”路上，你也
满载而归。你执教的《钓鱼的启示》、《学会关
爱》荣获河南省优质课评比一等奖；你撰写
的《加强班主任工作研究，促进班级管理最
优化》论文，在河南省首届班主任论坛会上
交流，并荣获学术演讲一等奖。后来，你又在
全省、全市骨干教师示范课、优质课大赛中
先后

26

次获奖。你的科研论文不断地在《现
代校长与管理艺术》、《河南教育》、《教育时
报》、《信阳日报》等全国、省、市各级报纸、学
术期刊上发表。

你做研究孜孜不倦。 你承担的教育研
究课题一次又一次地获得国家、省级大奖。

“《学会夸奖》课例开发与尝试”获中央教科
所科研成果一等奖，《学生想像能力培养之
策略》 获河南省科研成果一等奖，《惊喜来
自“贿赂”》 获河南省班主任研究论文奖，

《语文教学中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与研究》

获河南省科研论文一等奖， 你承担的“十
五”科研课题《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培养学
生想像能力》荣获河南省科研成果一等奖。

今年
5

月，你又有两项省级“十一五”科研课
题顺利结题。

近年来，你结识了全国各地众多的教育
专家，还先后应邀赴省内外

10

多个城市做过
专题报告。你被人们亲切地誉为小学教育的
“一枝花”。

三
汗水浇灌成沃土，沃土培育着绚烂的花

朵。从担任平桥区二小校长至今，虽然只有
两年多时间，人们这样评价你：心血没白费，

硕果已满枝。

这里校园内翠竹掩映，丹桂飘香；这里
文化长廊满是名言警句，山水画作；这里教
师循循善诱，工作一丝不苟；这里以生（学
生）为本“情景课堂”充满活力……所有这

些， 无不彰显着一个全新二小的独特风景。

昔日门前冷清的“丑小鸭”，如今变成了美丽
可爱的“白天鹅”：

2010

年秋季还没开学，学
校就云集了学生家长前来咨询报名。 截至

9

月
3

日， 二小已拥有
46

个教学班、

2888

名学
生。

你到学校时间不长， 还为学校带来了
“全国科技示范学校”、“河南省法制教育规
范化学校”、“信阳市文明学校”等荣誉称号。

利用好二小这一宝贵的教育阵地，让孩子们
尽情享受新建教学楼、图书室、微机室、多媒
体教室、舞蹈室、美术室等优厚的教育资源，

这是你正在实现的美好愿望。

一批教学新秀也在平桥区二小脱颖而
出。目前，学校已有

36

名青年教师分别成为
省、市、区级的骨干教师或学科带头人，有

52

名教师分别被评为省、市、区优秀教师，有
68

人次获得省、市、区优质课竞赛一、二等奖，

有
106

人获得优秀论文奖。

教育的希望是孩子。 你为学生开设的
“第二课堂”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鼓号、跆
拳道、合唱、硬笔书法等免费特长训练班成
了学生们的挚爱。学校鼓号队在全市鼓乐演
奏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如今，在市、区大型演
出活动的舞台上，到处都能见到平桥区二小
师生的风采。去年，学校还荣获教学质量评
估一等奖。

在今年
3

月平桥区“十佳公务员”颁奖
大会上，你又一次表露心迹：我是一名普普
通通的共产党员，从我站在党旗下庄严宣誓
的那一天起， 我就坚定了自己毕生的信
仰———热爱党的教育事业，让自己的人生在
教育的沃土上绽放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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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桥区为教育办实事喜迎教师节

本报讯（余运军朱朝阳）在第
二十六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平桥区委、

区政府为教育办
9

件实事喜迎教师节。

该区一是兴建了规划用地
1156

亩、投资
5.6

亿元的职业教育公共实
训基地。 二是新建了占地

180

亩，总
投资

5700

万元，可容纳
75

个教学班、

4000

名学生的市一中， 将于
2011

年
正式投入使用。 三是投入

1000

余万
元，对区三小进行综合改造，发展到
现在

54

个教学班、 可容纳
3000

人的
规模。 四是投资

240

万元， 在
8

个乡
（镇）的中心学校建设新农村卫生新
校园， 兴建水冲式厕所总面积

1550

平方米、 沼气池总容量
640

立方米、

太阳能暖房总面积
580

平方米和学
生厨房改造，已全部投入使用。五是
投入近百万元， 依托郑州大学公民

教育研究中心等单位， 在全区中小
学校进行中小学公民常识教育课题
实验研究。六是从

2010

年秋季起，全
区所有初中毕业未升入普通高中的
学生全部进入职业学校免费接受职
业教育。 所有平桥籍学生到职业学
校接受教育和培训， 所需学杂费由
区财政承担。 鼓励引导平桥籍返乡
应届高中毕业生、退伍复员军人、青
年农民、农民工、城镇零就业家庭人
员到实训基地， 进行一学期的免费
专项职业技能培训。 七是召开庆祝
第二十六个教师节表彰大会， 表彰
180

名优秀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

八是招聘了
80

名农村小学教师解决
农村学校教师紧缺问题。 九是选派
20

名职校教师到台湾能仁家商高级
职业学校学习。

罗山县营造氛围庆祝教师节

本报讯（方刚）在第二十六个
教师节到来之际， 罗山县组织开展
一系列活动庆祝教师节， 营造了浓
厚的尊师重教氛围。

一是看望慰问教师。 该县四大
班子领导深入学校、 深入基层看望
慰问教师，开展调研活动，并积极为
教育办好事、做实事、解难事。二是
各乡（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
动。各乡（镇

)

纷纷召开表彰大会或
教师座谈会，乡

(

镇
)

领导带着慰问金
或慰问品，到学校看望慰问教师，解
决了许多具体问题。 部分村的村干
部也分别到学校慰问了教师。 三是
社会各界开展助学助教活动。 一些

部门、企业和成功人士积极为学校、

教师和学生办实事好事， 有的为教
师安排体检，有的为学校捐赠图书，

有的为学生捐款捐物。 四是大力开
展教师节宣传活动。该县在《信阳日
报》 头版连续报道了罗山县尊师重
教及罗山县教育工作近年来取得的
成就， 引起很大反响。 利用县电视
台、教育电视台、《今日罗山》、教育
信息网、教育简报等媒体，大张旗鼓
地开展教师节系列宣传报道活动，

宣传全县教育发展成就和优秀教师
的典型事迹。 各学校在校园悬挂横
幅、张贴标语、插上彩旗、装点鲜花，

营造了浓厚的喜庆氛围。

息县教体局确保留守学生顺利入学

本报讯（范文超李效发）息县
教体局高度重视，多措并举，确保新
学期留守学生顺利入学。目前，全县
7

万多名留守学生顺利入学，受到社
会各界尤其是外出务工人员的一致
好评。

该局一是做好宣传工作。结合
教师节庆祝活动，利用电视、广播、

报纸等媒体， 在社会上广泛宣传
《义务教育法》等法律法规，营造了
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二是做好返
校动员工作。 在今年秋季开学前，

组织各学校教职工， 走村入户，与
留守学生及监护人零距离接触，了
解情况， 认真做好返校动员工作。

三是做好报名入学工作。设立“绿
色通道”， 在落实相关免费政策的
基础上，对家庭困难的留守学生采
取资助、 奖励的办法予以帮扶，不
让一个孩子因家庭贫困而辍学。四
是建立代管家长制。要求课任教师
与留守学生结对子，当学生的“代
管家长”，关心他们的生活、学习和
身心健康， 定期与他们的父母联
系，达到共同教育的目的。五是加
强寄宿制学校建设。结合农村改革
发展试验区建设，加大中小学布局
调整力度，每个乡（镇）重点建设

2

所至
3

所试点小学， 解决留守学生
在校食宿问题。

市中级法院资深法官
为信阳师院政法学院师生作报告

本报讯（刘泽军）在教师节前
夕， 应信阳师院政法学院邀请，市

中级法院资深法官余继田博士，为
该校政法学院近千名师生作了一
场题为《法律职业者应具备的素
养》的学术报告。据悉，邀请具有博
士学位的资深法官来给同学们讲
课在政法学院还是第一次。

在第二十六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淮滨县通过召开座谈会、表彰大会和
举办文艺晚会等多种形式进行庆祝。县教体局精心编排了《烛光赞歌》歌
舞晚会，演出节目有舞蹈、乐器演奏、武术表演等，参演的中小学师生近
200

人。图为节目彩排时的情景。 吴相举董杰黄家斌摄

息县二高
采取三项措施搞好校园安全工作

本报讯（谢达）息县二高采
取三项措施落实校园安全工作。

一是在学生入校后，通过军训开
展形式多样的安全知识教育，树
立安全意识。 二是召开班主任、

班长、寝室长参加的校园安全专
题会议和主题班会，进行安全用
电用水、饮食、出行等安全常识
教育。每个班、每个寝室选派一
名安全员，与班主任签订《安全
目标责任书》。 三是成立安全防
卫小组，对门岗、寝室、餐厅等重
点地点进行

24

小时监控，及时处
理突发事件。

光山县
20万元表彰优秀教师和学生

本报讯（福桂王冰徐刚）

9

月
8

日下午，光山县隆重召开庆祝第
二十六个教师节暨司马光教育基金

会颁奖大会。 会上表彰了
200

名优秀
教师和优秀教育工作者，同时还表彰
了
30

名获胡煦师范奖的教师。 今年，

光山县司马光教育基金会拿出了
20

万元表彰
30

名获得胡煦师范奖的教
师以及

19

名获得司马光学子奖和
20

名获得邓颖超助学奖的学生。

戴运国在与同学们交流。 王刚摄

□

余运军黄建华

平桥区领导
检查指导开学工作

本报讯（余运军）

9

月
8

日，平桥
区区长级干部胡凌云在区教体局

局长陈勇等陪同下，先后深入到市
二高、市一中、区二小等学校，检查
指导开学工作。胡凌云对各学校开
学工作表示满意，要求各学校坚持
高标准、严要求，确保学校教学环
境良好、安全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