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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贾晓艳来到学校教室后打开门窗通

风，一一检查学生们的桌椅板凳后，等待学生的

到来。这是她每天早早来到教室要做的第一件

事，也是多年来坚持不断的行为习惯。

现任东关小学五年级（四）班语文老师兼班

主任的贾晓艳，作为一名 80 后，自 2006 年参加

工作以来，她深耕语文教学，18 年来有其独特的

教育方式。“语文教学要从基础知识、语文素养、

人文情怀、阅读练习等方面来关注孩子的学情。

如一个生字，从字音、字形、字义，再到这个字的

形近字，以及与它关联的知识点，都要一一讲给

学生。”贾晓艳娓娓道来。

在课堂上，贾晓艳注重学生的听课效率，如

何能够吸引学生专注语文课堂？她从备课上下功

夫，授课过程穿插故事，充满乐趣，既让学生学到

重点，也让学生享受学习语文的乐趣。上课时特

别注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每次讲课她都会站在

教室中间的位置，与学生拉近距离。“站在中间，

学生的一举一动看得很清楚，特别是没有集中精

力的学生，我会有意识地走到他的身边，学生的

思绪很快回归到课堂中，跟上节奏。”贾晓艳说。

语文学习中，朗读至关重要。在贾晓艳的课

堂上，每天 20 分钟的朗读必不可少。关于朗读，

她要求学生坐姿要端正，并告诉学生朗读的技

巧，在朗读时把握节奏感，注意轻重音、语速、语

气的运用。针对学生阅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她

会一一给学生们示范泛读、领读、讲读。通过坚持

不懈的朗读，学生们的语文素养快速提升。

在教学中，如果遇到语言比较抽象的课文，

贾晓艳会运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把不易理解的内

容用图片或视频呈现出来，化无趣为有趣，使枯

燥变得津津有味，学生们学起来更加容易理解、

接受。

针对小学高年级孩子的发展特点，贾晓艳会

为学生们推荐一些名人传记、经典名著。对于名

著的阅读，她会先借助影视作品，让学生对名著

中的人物有所了解，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然后对照文学作品中的片

段与影视作品中的描述做比较，让孩子们感受到文字的魅力。或抓住

某个人物或情节，让学生品读交流。针对推荐读过的文学作品，定期

开展阅读交流会、手抄报、读书笔记等活动，让学生爱上阅读，养成阅

读的良好习惯。

作为班主任，贾晓艳更加关注班级敏感、自卑的学生，对积极回

答问题的孩子，用热烈的掌声回馈，并不吝表扬。对于不善表达的学

生，她便用小纸条的形式给学生传递消息，小小纸条让她听到了孩子

们的心声，她回复的纸条更为孩子们排除了烦恼，消除了苦恼。

不管是在教学上还是班级管理上，贾晓艳始终坚守教育初心，以

一名优秀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勤勤恳恳，用心用爱教育学生，

赢得了学生和家长的一致赞扬。她先后获得河南省骨干教师及汝州

市优质课教师、优秀教师、教育教学质量先进个人、骨干教师等荣誉

称号。

融媒体中心记者 宋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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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翼 双 飞 铸 忠 诚
———记汝州市退休干部王敬、王瑞芝夫妇

马俊杰 李翔宇

王敬，汉族，生于 1934年 4月，杨楼镇小程村人。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高级政工师。1953年 10月参加工作，曾任共青团临汝县委

书记、临汝县公安局局长，洛宁县公安局局长、洛阳地区公安干校校长、平顶山市医药集团副总经理等职。1959年，他在开封市参加全省

植树造林会议时，曾得到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亲笔题词。曾荣获平顶山市兴市模范、河南省医药管理局先进工作者、国家医药管

理总局“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称号。

王瑞芝，汉族，生于 1940年 4月，杨楼镇夏庄村人。1958年参加工作，1959年 12月入党,高级政工师。先后在杨楼公社、临汝县委办公

室、临汝县粮食局、汝州市供销社工作。曾任汝州市供销社党委秘书、机关党支部书记、工会主席等职。曾荣获县、地（市）、省（部）级荣誉

50余项。1997年退休时，因事迹突出，经河南省人事厅批准，享受特殊贡献待遇。

1961年 5月 1日，王敬、王瑞芝两人结为夫妻。他们相濡以沫，比翼双飞，携手走过了 63个春秋，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诠

释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积极地贡献。1997年 3月，他们的家庭被河南省总工会命名为“文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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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晓艳在辅导学生

王敬、王瑞芝夫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5 周

年之际，9月 24日，笔者走进广成路

一个静谧的小区，见到了王敬、王瑞

芝两位精神矍铄、和蔼可亲的老人，

聆听了他们平凡而又伟大的人生故

事。

在党和人民教育下成长

王敬，自幼家境贫寒。一家人靠

租种地主家几亩地为生。收成好时能

维持生活，遇上天灾时，只能靠挖野

菜、吃树皮艰难度日。未成年时，他被

迫给地主家当苦力补贴家用。1947年

11月，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动

群众，推翻了国民党在汝州的反动统

治，成立了人民政权。从此，他和乡亲

们一起翻身得解放，走进学堂。1948

年至 1953年，王敬曾先后在杨楼小

学、临汝县立初级中学就读。汝州，自

古就是个“曲子”窝。这给他幼小的心

灵烙下了深刻的印记，潜移默化中，

王敬也能学唱几句。在杨楼上小学排

练戏曲时，因他长相秀气、吐字清晰，

嗓音脆亮，以扮青衣为主，很受师生

们的喜欢。

“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校响应党

的号召，组织学生成立文艺宣传队，

到各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们利

用课余时间，排练了《白毛女》《赤叶

河》《枪毙宋蔚然》《小二黑结婚》等

剧目。记得在 1948 年 1 月 3 日，临

汝县人民民主县政府在寄料镇观上

村南寨门外，召开由 3000 多人参加

的临汝县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会

议期间，我们学校应邀参加了节目

汇演。我在《小二黑结婚》选段中扮

演的是小青，因表演得好，还受到了

时任县长王武烈同志的夸奖。演出

结束后，王县长又让我清唱了几

段。”说到此时，年已九旬的王敬笑

得已合不拢嘴。

王瑞芝，幼年丧父，兄妹三人靠

母亲替人做鞋、纺花织布养家糊口。

为了活命，家人随母亲到寄料镇逃

荒要饭，一家人借住在外婆家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家里

分了房及土地，日子也慢慢好了起

来。王瑞芝和其他少年一样，在杨楼

镇程庄小学就读。因学习成绩优秀，

被保送到临汝县第六初级中学上

学。

夫妻同心报党恩

王敬自 1953 年参加工作后，曾

先后到洛阳地委党校、北京政法干

校、北京公安学院等院校深造。先后

担任过共青团临汝县委青工部部长、

副书记、书记，临汝县委办公室副主

任，庙下公社党委书记，临汝县公安

局局长，洛宁县公安局局长，洛阳地

区公安干校校长等职务。

妻子王瑞芝，1958年 7月参加工

作。曾先后在杨楼农技站、杨楼供销

社、杨楼人民公社办公室、临汝县委

办、县粮食局、县面粉厂、县供销社等

单位工作。

1959年，25岁的王敬，作为共青

团临汝县委代表，出席了在开封市召

开的全省植树造林及农田水利基本

建设会议。会议期间，王敬作为洛阳

地区唯一的代表，向团中央第一书记

胡耀邦同志做工作汇报。王敬既兴奋

又激动，他汇报了临汝县在植树造林

等方面的工作。“当时，胡书记和蔼可

亲，我俩促膝长谈。汇报工作后，我们

又集体合影留念。胡书记还为我亲笔

题词：‘努力工作，一定要把临汝县建

设的更好。’这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

一件事。”说到此时，王敬满脸的幸

福。

1984年以前的临汝县医药局，固

定资产只有 18.5万元，而在王敬领导

期间，该局从 1985年至 1988年的 4

年间固定资产就增加到 57万元。谈

到这些成绩，职工们说：“这是王敬局

长‘治局’有方的结果。”他却说“这是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兢兢业

业、无私奉献的结果。”

王敬 1984年担任临汝县医药管

理局局长。4年来，全局年年超额完

成计划任务，上级每年都要发给他

和局里副局长奖金 500 元，晋级指

标 3个。但奖金他们从未私用过，而

是全部交给局财务科，晋级指标也

全部分给了局里的基层工作人员。

1986年，医药局买了一台北京吉普

车，同志们建议王敬年龄最大，资格

最老，以后要多给他派车。王敬和其

他领导商量后，把吉普车让给了业

务科室，用来购买和运送药材。局机

关与批发站同在一个大院，每逢听

到汽车声，王敬就一声不响来到批

发部帮助搬运货物。看到他忙得满

头大汗，其他同志也情不自禁地过

来帮忙，这样义务装卸形成风气，每

年节约装卸费 3000多元。

因工作成绩突出，王敬先后获评

国家医药管理总局“优秀思想政治工

作者”及“平顶山市先进工作者”“平

顶山市兴市模范”等荣誉；1991年，他

被汝州市委命名为最佳公仆和建市

模范；《中国医药报》头版曾以“改革

意识与企业精神的结合”为题，向全

国医药系统推广了汝州市医药管理

局的改革经验。平顶山医药集团发出

通报，号召平顶山医药行业向汝州学

习、向王敬学习。

工作中，王敬时刻不忘自己是一

名共产党员。他敢于大胆工作，勇于

创新，党叫干啥就干啥。他认为，干好

自己，就是报答党的恩情。无论工作

岗位如何调动，无论职务如何变动，

他从无怨言，做到干一行、爱一行、钻

一行、干好一行。

生活中，他舍己救人、见义勇为。

1988年 7月的一天。王敬和医药局的

同志到王寨乡医药门市检查防汛工

作。当车辆行至焦枝铁路涵洞时，突

遇山洪暴发，他看到一名少女被洪水

冲走。他立即跳入水中，在同事的帮

助下将少女救出。之后，少女与家人

到单位送锦旗表示感谢。

妻子王瑞芝，1960年被调到临汝

县委办公室工作，从事打字、文件收

发及档案管理工作。她每天工作时间

都在 10多个小时以上，晚上大部分

时间都是忙到凌晨两三点才能休息，

每月加班时间都是在 20 天以上。

1962年，她调入临汝县粮食局工作，

任打字员、收发员，历任局机关党支

部委员、供应股、购销股负责人。当

时，为了支援农业生产，她响应县委

县政府号召，自愿到庙下公社湾子大

队帮助集体割麦。因她割得快，出汗

多，喝水少，回来后得了肾炎。在完成

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她还利用业余时

间，用架子车拉上她的两个幼儿，走

街串巷，到汝河滩拾粪支援农业生

产。有一次，她和单位同事到杨楼公

社粮管所了解工作情况，她们骑着自

行车带着粪筐，一路走一路拾粪，下

午回到单位，竟然拾了两筐粪。王瑞

芝一个月拾粪 1000多斤，在局机关

是最多的一个。

1974年，王瑞芝任临汝县面粉厂

党支部书记时，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

动，连续三年超额完成局下达的各项

任务目标。工作期间，王瑞芝认真负

责，敢于创新，成绩突出，先后被河南

省、洛阳市、平顶山市命名为“读书自

学积极分子”“演讲积极分子”“平顶

山三八红旗手”“计划生育先进工作

者”“优秀企业民主管理干部”“先进

工作者”等。

不忘党恩 传承好家风

1997年，忙碌大半辈子的王敬、

王瑞芝夫妇两人同年退休。退休后，

两人本该享清福了。但王敬、王瑞芝

夫妇退而不休，发挥自己的特长，搜

集相关资料，编写回忆录。有趣的是，

他们每人各有一个存放资料的盒子

和一个盛放荣誉证书的箱子。为了查

询方便，每一捆荣誉证书上面都标有

时间、类别。看着那工整、秀美的字

体，真让人难以想象，这竟出自一对

耄耋老人之手。

2020年，80岁高龄的王瑞芝，主

动辞去汝州市供销社老干部支部书

记职务。如今，她仍坚持在市老干部

学校学习。

在王敬、王瑞芝夫妇居住的房

间内，笔者看到地面干净整洁、物品

摆放有序，擦拭一新的奖品及纪念

章整齐有序地摆放着。王瑞芝老人

介绍，家人及近亲 20 多人中，有 10

多人都是中共党员。王敬说：“我时

常给子孙们讲，幸福不忘党的恩。给

家人讲党史、家史、个人成长史，激

励他们听党话、跟党走，遵纪守法，

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多做贡献。”在这样的言传身教下，

他们家庭成员之间，工作上勤勤恳

恳、任劳任怨。生活中，儿媳与公婆、

姐弟妯娌之间互帮互学，和睦相处。

王敬、王瑞芝夫妇，虽然从事的

岗位、职务不同，但是他们都用自己

的言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奋力

拼搏，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国

家对人民的无限忠诚。

他们夫妇恩爱有加、相敬如宾，

用自己的人生誓言谱写了一首最美

的时代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