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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农村长大的孩子，知道农村

孩子上学不容易，自己求学时也曾亲身

体会了因农村老师教育水平带来的学

习被动，现在我作为一名教师，不能让

自己的学生在求学道路上比别人慢一

步。”说这话的是蟒川镇严和小学教师

李延娜。参加工作以来，她凭着对乡村

孩子纯真的爱心，凭着对农村教育事业

的满腔热忱，在农村教学第一线辛勤耕

耘，用自己的青春和无私奉献，谱写了

一曲最美的赞歌。

在蟒川镇严和店村东部，有一座两

层楼高的农村校舍，楼前是去年暑假才

硬化的水泥操场，学校外面是弯弯曲曲

的乡村公路。这是我市为数不多至今都

十分简陋的小学，也是李延娜工作了 5

年的地方———蟒川镇严和小学。

2008年 6月，家住汝南街道陈湾村

的李延娜，从南阳师范学院英语专业毕

业。2010年，李延娜又通过特岗考试，来

到蟒川镇核桃园小学任教，并从此走上

了长达 9年的乡村教学工作。

学校离家远、路途不便是李延娜在

长期教学中必须克服的问题，这 9年间，

她 7年时间都是骑电动车上下班，不管

刮风下雨，还是漫天大雪，李延娜总是来

回在家与学校之间，从没有因此耽误一

天课。

尤其是在 2011年 12月，李延娜的

女儿出生后，她的工作和生活又多了一

份责任。“当时也是没办法，由于女儿小，

路上来回不方便，在女儿出生后，我就和

自己的母亲、女儿三人一起住在了学校，

一星期只回家一次。”李延娜说，这样的

情况一直持续了两年，直到把女儿送进

幼儿园后，才结束了这种生活。

“记得那是在 2012年年底，学校正

值上学期期末考试前的复习阶段，年仅 1

岁的女儿和母亲在寒冷的冬天同时生

病，一边是紧张的学习，一边是生病的老

人和孩子，我当时感觉整个人都快崩溃

了。”李延娜介绍说，因学校老师少，课程

十分紧张，在十分无奈之下，她选择白天

给孩子们上课，下午放学后带着两位病

人到蟒川镇卫生院输液。

2014 年 9 月，李延娜来到蟒川镇

严和小学任教，虽然这里会离家稍近一

些，但这个地方是虎狼爬岭区，条件十

分恶劣，大多数教师都不愿意去，所有

的年级均为一个年级一个老师。到这

里后，每天 7 节课，老师根本没有喘息

的机会，但她依然坚持在课余时间备好

每一节课，把握好每一个教学重点与难

点，设计教学情境，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来营造活泼有趣的课堂氛围，激发孩子

们的学习兴趣，培养孩子们的良好习

惯。

在工作中，李延娜心中始终记着这

样一句话：做学生生活中的母亲，错误中

的大夫，交往中的挚友。相信学生，尊重

学生，每个学生都有一定的长处和闪光

点，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抓住每一个

教育良机，适时表扬、鼓励，培养他们的

自信心、自尊心、自强心。积极开展班级

阅读活动、课前三分钟活动，组织各种知

识竞赛、演讲比赛、文娱表演等活动，展

示学生各方面的才能，发展个性。

同时，李延娜还不断刻苦钻研业

务，认真研究教材教法，研究新课程标

准，注重多方位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学习

习惯，对工作讲求实效，对学生因材施

教。备课时，她精心设计环节，努力钻研

教材，上网查阅资料，了解学生特点，做

了大量的课前准备工作，课堂上给学生

畅所欲言的时间和空间，让学生做课堂

的主人，而她则循循善诱地引导，做好

学生的学习合作伙伴，学习效果事半功

倍。

今年上半年，李延娜任严和小学的

三年级班主任和语文、数学、英语老师，

还担任四、五年级的英语老师。几年来，

无论是教学还是教研，无论是纪律还是

成绩方面，李延娜的工作在全镇都是名

列前茅。

“9 年的教育实践，我始终坚守着

一腔热血，眷恋着山区的孩子，我将无

怨无悔地耕耘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让

娇嫩的生命之花永远绽放在这希望的

田野上。”李延娜告诉记者，在蟒川镇

工作期间，她本来有多次可以通过农村

教师遴选进城的机会，但是她认为这里

的孩子更需要她，她也离不开这里的孩

子们，她要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洒在这

片热土，对孩子们的爱将一直延续下

去。

融媒体中心记者 于俊鸽

李延娜 :将爱进行到底

李延娜在学校

9月 1日，我市各中小学正式开学，学生

饮用奶在新学年又走进校园。在杨楼镇中心

小学，从饮用奶的配送到分发，再到学生的

饮用和包装的回收，层层有序，井井有条，每

个班级里都洋溢着学生的欣喜与满足，饮用

奶保证了学生有更加充沛的精力投入到接

下来的学习中去。

据了解，我市学生奶计划的推广始于

2011年，现在全市有 200多个学校在推广、

有近 2万学生受益这项营养干预计划。

我市各中小学都采用具有“中国学生饮

用奶”标志的产品，伊利学生饮用奶是“中国

学生饮用奶生产企业”选定供奶企业。在“学

生饮用奶”的实施过程中，各学校也建立了

相关管理制度并制定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

置预案，指定专人负责。汝州坤强学生奶配

送中心作为我市供应伊利学生奶的指定单

位，积极配合学校对相关人员进行奶品保

存、饮用等知识的培训，使其掌握操作流程。

“学生饮用奶”在学校规范操作是保证

食品安全的最关键一环，环节分为学校宣传

布置，产品保管存放，登记分发领取，定时定

点集体饮用和空盒回收。

在杨楼中心小学记者了解到，学生奶

工作关键在于宣传，宣传国家政策，宣传学

生奶好处，因为学生奶采取自愿征订的方

式推广，只有宣传到位了，学生和家长才能

正确认识学生奶的重要性。送往学校的学

生奶有单独奶屋存放，在校内专管员的监

督下，做到“一垫三不靠”“通风、干燥、封

闭”同时，按口味分别摆放整齐，离地离墙。

学生奶发放、回收、留样记录表、温湿度记

录表、质量拜访卡、试饮记录、培训记录、加

热记录等各项记录表格都记录清晰，不得

涂改。特别是每次发放、留样的批次更要求

做到记录完整，做到每盒学生奶都可追溯

到源头。

杨楼中心小学校长张殿欣告诉记者：

学生奶入校推广过程中讲究的是规范，每

一环节由专人负责，严格管理。第一，每一

盒学生奶在出厂前必须经过 7 天的保温试

验和严格的产品检测合格才能配送到学

校。第二，送入学校指定存放点后，由专管

员负责对每箱学生奶进行检查验收。第三，

第二节课后，班级值日生到专管员处领取

本班级的学生奶后有序分发。孩子们在老

师引导下进行学生奶外包装检查无误后，

小口品尝再饮用。第四，饮奶过程老师全程

监督，保障孩子们定时、定点、定量、集体饮

用，并引导学生们饮用后将空包压扁统一

回收，既保证了学生们健康安全的饮用，又

教育了孩子们从小就养成环保的好习惯。

据了解，为让孩子在冬天也能喝到营

养的牛奶，汝州坤强学生奶配送中心根据

学校的订奶人数，已经为所有学校配备学

生奶恒温加热设备。加热柜电脑管控自动

加热，安全、恒温、方便。经过专业的加热保

温，在保留学生奶营养成分的前提下，孩子

也可以更健康地饮用。学生奶的加热温度

也有严格要求，不能高于 30度。学校专管

员每天填写学生奶加热记录表，使每一项

操作都规范化。

汝州坤强学生奶配送中心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长期工作，

我们会通过各项制度的落实，透明过程，让

家长更放心，会用自己的行动，让国家‘学生

饮用奶计划’走得更远。”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学生饮用奶进校园，每盒源头可溯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晓伟 通讯员 石晓莉 魏
延波） 9月 3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了汝瓷工匠范随州指导河南

中职班主任学习传统手工拉坯技艺的照片。

据悉，为深入学习《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贯彻落实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促进中职班主任专

业化成长，河南省中职班主任工作研究与指导中心日前组织全省

中职班主任进行了集中学习实践，通过专题讲座、分组学习、社会

实践以及“大国工匠话成长”等环节，切实有效提升中职班主任们

的理论认识和专业水平。

来自全省的 135名中等职业院校的班主任参加了此次培训，培

训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分别进行专题讲座，并专门安排了“大

国工匠话成长”的亮点环节，邀请陶瓷界知名专家、工艺美术大师、

汝州市陶瓷协会名誉会长、汝瓷烧制技艺传承人范随州作了以《我

的陶瓷之路———兼谈职业教育的方法与途径》为主题的专题讲座，

为大家系统讲解了中国陶瓷历史、中国历史上的五大名窑、汝窑的

辉煌和他亲自参与的设计实例等内容，引起学员的强烈反响。

提起汝瓷的创新、传承与发展，范随州表示：“传统工匠主要体

现在手工操作上，而随着技术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转变，现代版的

工匠精神，需要在继承传统工匠精神的基础上，加入时代内涵，比

如创新精神、科技手段的运用等，通过创新技术来提升技术水平，

切实让职业教育‘活起来’。”

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共有中等职业学校 1.15万所，每年毕业

生近 2000万。做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等这些关系职业教育发展的

关键环节，中国职业教育这朵“野百合”，注定在不远的未来会开遍

原野，亮丽的“大国工匠”更会成为更高更强“中国制造”的稳固基

石。

范随州亮相《中国教育报》

洗耳河街道 9月 6日上午，洗耳河街道举行庆祝

第 35个教师节表彰大会，拿出 24万元对评出的 20名先进教

育工作者、10名“十佳教师”、32名优秀班主任、59名教学质量

先进个人和一大批先进单位、先进个人及尊师重教先进单位、

支持地方建设先进单位进行奖励。 李晓伟 丁亚伟

风穴路街道 9月 7日，风穴路街道召开第 35个教

师节暨表彰大会。会议宣读了《汝州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关于成

立风穴教育基金工作站的批复》，进行了汝州市教育发展基金

会风穴工作站授牌仪式，风穴路街道辖区内的爱心单位进行了

现场捐款。同时宣读了表彰尊师重教爱心单位、2018-2019学

年教育教学工作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的决定，并为获得荣誉的

单位或个人进行颁奖。 陈晶

夏店镇 9月 7日，夏店镇召开庆祝第 35个教师节暨

表彰大会，对夏店镇财政所等 11个尊师重教先进单位，汝州市

天晟实业有限公司等 15个捐资助教先进单位，夏店镇初级中

学等 10个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先进集体，刘冠峰等 10名先进教

育工作者，史一冰等 49名优秀教师，曲亚勤等 24名优秀班主

任进行了表彰。并就全镇做好庆祝教师节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

部署。 牛莉萍 平党申

小屯镇 9月 8日上午，小屯镇召开庆祝第 35个教师

节暨表彰大会，表彰了小屯镇一中等 18个教育教学质量先进

学校，小屯镇长营等 4个教育教学质量进步学校，史庄村等 11

个尊师重教先进单位，陈国定等 2名尊师重教先进个人，陈旭

东等 32名先进教育工作者，王海茹等 35名优秀教师，魏晓琴

等 80名优秀班主任，小屯镇一中九（1）班等 3个中招优胜班

级，耿媛媛等 34名优秀学子，魏亚丹等 24名青年才俊。教师节

表彰会前后，小屯镇共投入奖励基金 136860 元，救助基金

50500元，两项合计 187360元。 牛莉萍

9月 7日，望嵩小学校园里欢歌笑语，众多一年级新生

迎来了令他们值得铭记一生的入学礼，正式加入到望嵩小

学的大家庭里。古语有“朱砂开智”，图为一年级任课教师

手持蘸有朱砂的毛笔，在学生眉心处点上一个红痣，寓意

孩子从此开启智慧。 陈晶 摄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乐义 通讯员 杭高博） 9

月 5日，记者从我市医疗机构辐射环境管理工作会议上获悉，我市

将强化医疗机构辐射环境管理。此次会议通报了辐射安全专项执

法检查情况，对辐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解读释义，并对下一步医疗

机构辐射管理工作进行了安排。全市 37家医疗机构负责同志参加

会议。

据了解，目前我市医疗机构存在的环境违法行为主要有未批

先建、辐射安全许可证超期未延续等。会议就存在这些问题的原因

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河南

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

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进行

解读，对安全防护辐射事故案例进行深入细致地学习。并围绕射线

装置项目环评备案、审批，辐射安全许可证申请、重新申请、变更、

延续、注销，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填写等相关工作进

行讲解。

全市各医疗机构根据会议精神，在下一步的工作中将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高度重视辐射环境管理工作；加强辐射环境管理及

从业人员培训，深入学习与辐射相关的法律法规及上级政策，做到

学法、知法、用法、守法；进一步规范辐射安全管理，正确维护辐射

安全防护设施，严格落实辐射安全防护制度，全面做好放射性同位

素与射线装置安全管理，以及医疗废物、废水处理等方面的污染防

治工作。

开学典礼 朱砂开智

我市强化医疗机构辐射环境管理

本报讯 （融媒体中心记者 牛莉萍 通讯员 侯晓蕾）

“孩子，你们这么远跑过来忙活大半天，坐下来喝口水也不肯，这让

俺咋感谢恁类？”“叔，不用客气，让每位患者得到有效的康复治疗

是我们的职责，以后我们会定期到家里来跟踪康复效果的，无论您

有啥事，及时给我联系就行了。”这段对话发生在 9月 5日市人民

医院医护人员为家住杨楼镇黎良村的患者郑某提供上门服务时。

这背后有什么故事？

据了解，杨楼镇黎良村人郑某，今年 8月因大面积脑梗死在市

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住院，经过治疗病情得到控制，却因家境

贫寒，无法在医院继续进行康复治疗，故要求出院回家自行锻炼。

为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护理服务，促进患者早

日康复，市人民医院开展了不同形式的护理延伸服务。为确保郑某

在家能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护理服务，9月 5日下午下班后，神经内

科二病区相关医护人员携带胃管、尿管等护理用品驱车前往郑某

家中，医生为郑某进行了认真详细的体格检查，并且根据其情况调

整了用药方案；护士用轻巧娴熟的手法为病人留置好胃管，并针对

胃管维护及如何进行康复锻炼进行了现场指导。良好的服务得到

了郑某及其家人的一致称赞。

优质护理进家门 延伸服务暖人心

9月 8日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主办，市实验中学、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和融媒体中心承办的“奋斗书写幸福”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系列活动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汝

州市实验中学教师节专场晚会在实验中学奋斗广场举行。图

为晚会现场。 沈亚鸣 摄

荫“追寻最美乡村教师”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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