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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她力量绽放新时代
编者按

在我们身边，从来不乏这样一些美丽的身影：于家庭而言，她们是儿媳、妻子、母亲，是家中的顶梁柱；于工作而言，她们是拼搏在一线、

不让须眉的奋斗者。又一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在这个女性专属的节日里，让我们走近她们，倾听她们的故事，为每一个善良、温

柔又坚定的她点赞。

白皙的面孔，始终挂着真诚的笑意，让你不

由自主被感染，温暖霎时涌上心头。这是临汝镇

菜园村小学教师连娟锋，留给每一个与她接触

过的人的最深印象。

她的笑容，那么自然，就像一泓缓缓流淌的

山泉，让你感到清新与怡然。这种发自内心的笑

容，也成了她坚守三尺讲台“最生动的武器”。

“1995年我从汝州师范毕业后来到临汝镇

郝寨小学教学。虽然是第一次登上讲台，心里有

一点胆怯，但可能我爱笑吧，也可能女教师容易

和孩子们沟通，第一堂课孩子们就和我熟了。”

连娟锋说。

第一学期，她就担任了三年级的班主任和

语文老师。“那时候心里热乎乎的，干劲满满。期

中考试后，我对自己的教学成绩并不满意，总觉

得自己还是缺乏教学经验，没有达到自己理想

中的状态。从那时起，我更加注意向身边有经验

的老教师学习，同时想方设法提高课堂教学效

果，让课堂气氛生动活泼。”

当时小学还是五年制，到了第二学期，五年

级的老师生病请假，连娟锋直接“跳”到了毕业

班。“我那时刚刚 20岁，五年级的男生个子和我

差不多，如果‘镇’不住他们，班级管理可想而

知。我认真总结了自己班级管理的得失，觉得还

是应该宽严相济，温和中有威严。这个办法一直

用到现在，挺管用的。”连娟锋笑着说道。

学校校长也很看好这个整日笑容可掬又上

进的女教师，有意识锤炼她。“无论是学校还是

镇里组织的听课活动，校长都让我参加。记得第

一学期，学校就组织老师们听了我讲的语文课

《珍贵的教科书》。当时我认真组织教案，设计课

堂情景，老师们反响良好，这让我进步很快。”连

娟锋说。

从郝寨小学到回民小学，再到如今的菜园

小学，数年的历练后，连娟锋已成为一位教学方

法、班级管理成熟的“老教师”。“这些年一直从事数学教学，我认

为数学教学最重要的是让学生们牢固掌握知识点，这是做题的

基础。”连娟锋说，在她的概念里没有“差生”，为了让班里的每一

个学生都能进步，在调整学生座位上她“煞费苦心”，“前后四张

桌子的学生为一组，四个成绩不同程度的学生，选一个成绩好的

做组长，某个学生在某个环节跟不上，组里就会立即有人帮扶

他，形成共同体机制。”

连娟锋非常注重教学与实践的结合。“乡村的孩子们身边都

是活生生的教学素材，这些实物完全可以与数学结合起来。比如

我讲最大公因数的时候，就先让大家做实验，如何用正方形彩纸

铺满一个相框，让孩子们自己找方法。通过动手实验让孩子们形

象地理解最大公因数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

趣。”

对于班级管理，连娟锋更有一套自己的办法。采取各种方式

发挥每个学生的长处，让他们有荣誉感、集体归属感、责任心，每

个人都可以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对于在某个方面表现好的学

生，大力表扬和鼓励，这样整个班级充满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

正能量氛围。

用真诚的笑容感化学生，用真诚的话语解开每一个问题学

生心头的纠结，帮助他们健康、快乐成长。30年来，连娟锋长期担

任毕业班班主任和数学教师，变化的是一批批学生从陌生到熟

悉再到亲切，不变的是她的“笑容可掬”。

她的笑容背后，是一片芬芳的桃李：她撰写的《讲求引导艺

术，提问课堂效率》论文，在《小学教学》举办的首届全国小学课

堂教学征文大赛中荣获三等奖；她制作的投影片《小猫钓鱼》成

为平顶山市自制电教教材；她讲授的《自制手提袋》一课，在河南

省乡村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优质课评选中，荣获河南省教育系统

优质课三等奖……

连娟锋如今已是学校副校长。她说，她的青春已经奉献给了

乡村，她对 30年的乡村校园情深意长，再也离不开。

说这话时，她依然笑意融融。 郭营战

“妈，你这一会睡醒了吗？饿吗？”3

月 5日上午 9点多，范婷婷像往常一样

走到婆婆的病床前，弯下腰，看到婆婆眼

睛一眨一眨、嘴角在微微抽动，赶紧笑着

搭话道。

“俺妈年轻时眼睛高度近视，上厕所

都是摸着墙走。5年前双目失明，再加上

两次摔倒骨折，现在大部分时间都躺在

床上。我能感觉到她心里的痛苦，所以必

须好好伺候她。”说到这儿，范婷婷眼圈

有些湿润。

蟒川镇滕店村，四面环绕着起起伏

伏的山岭，土地贫瘠。春节过后，村里的

青壮年劳力都外出打工了。36岁的范婷

婷为了照顾生病且年迈的公公和婆婆，

一直留在村里。她的丈夫常年在外打工，

两个儿子都在上小学，“上有老下有小”

的生活重担就压在了她一人身上。

2020年冬天，范婷婷的婆婆郭醒双

目失明，不慎摔倒导致左腿骨折。“俺妈

当时摔住，她知道家里条件不好就瞒着

我们，后来我看见她走路左腿使不上劲，

以为她是脑梗的前兆，赶紧把她送到医

院，一检查才发现是左腿骨折了。”范婷

婷回忆说。

从医院出来回到家后，婆婆在床上

躺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范婷婷一直伺候

在床前。

不幸再一次降临到这个苦难的家

庭。2024年 9月，婆婆再一次摔倒导致

右腿骨折，从此很少离开病床了。

“三四年前我就总感觉乏力，从家里

走到东坡都要歇两三次，可想到家里经

济也不好就一直瞒着。直到 2023年 11

月觉得自己快活不成了，才告诉孩子一

起去郑大一附院做了检查，住院做了心

脏瓣膜手术，花了 33万多元。”范婷婷的

公爹李仁现说。

一边是做了手术身体虚弱的公爹，

一边是生病在床的婆婆，同时还有 80多

岁年迈的亲生爹娘也需要照顾，那一段

时间，范婷婷觉得心力交瘁。“俺娘家和

我一个村，在坡上住，我每天是两头跑，

忙得脚不沾地，两个孩子都是吃了饭自

己去上学，我从没有管过。俺爹是春节前

去世的……”说到这儿，范婷婷哽咽了。

“我现在虽然可以自己照顾住自己，

但身体很弱，走上几百米都要歇上几次。

我一般不出家门，腿脚不得劲，生怕自己

惹点啥事，给儿媳妇增加负担，她已经够

辛苦了。”范婷婷的公爹说。

婆婆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需要人

照顾。天好的时候，范婷婷还会把婆婆从

床上扶起来搀到轮椅上，推她到院子里

晒晒太阳、换换空气。“人老了消化能力

弱，再加上俺妈一直躺在床上，我做饭的

时候，都是煮得很烂，这样好消化。”

为了让婆婆睡着舒服，便于照料，范

婷婷专门托丈夫从网上买了一个医院专

用的可摇起的病床。“这样扶她起来给她

喂饭的时候，她也舒服了，我也省劲了。”

花开花落，寒来暑往，在这个宁静的

农家院落，范婷婷悉心照料公爹、婆婆，

任劳任怨。

“俺闺女嫁到了外地，平常都是婷婷

照顾俺老俩，我从来就没把她当儿媳妇

看待，她就像亲闺女一样，只是俺俩真是

拖累婷婷了。”公爹说到这儿，热泪直流。

看到公爹落泪，范婷婷动情地说：“爹，

你别这样，谁都有老的时候，作为小辈照顾

老人，都是应该的。你现在能自己照顾自

己，我都感觉轻松了许多。” 郭营战

清晨 5点，天还未亮，温泉镇丁庄村

西一街一户农家小院里已亮起灯光。康

惠玲轻手轻脚地走进厨房，开始熬粥、蒸

馒头，又特意炖了一碗软烂的鸡蛋羹。灶

台旁的小本子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婆婆

的饮食禁忌和用药时间。这是她照顾患

病婆婆的第 8个年头。

康惠玲的丈夫侯武新常年在外务

工，家里的大小事务全压在她一人肩上。

2017 年，婆婆因突发脑梗，经过急救治

疗后落下肢体僵硬的症状，行动不便，生

活无法自理。每天上班前，她总会照看婆

婆吃完饭，把晾好的开水装进保温杯，提

醒婆婆记得喝水，并反复叮嘱婆婆要多

动动胳膊、抬抬腿，加强锻炼。

为了兼顾工作和家庭，康惠玲的时

间被切割成碎片。清晨备好三餐，午休赶

回家喂药擦身，晚上下班后还要清洗婆

婆换下的衣物。即便如此，她从未敷衍过

老人的饮食。“医生说要低盐低糖，但老

人家胃口差，我就问问她想吃啥，再结合

实际情况尽可能变着花样做。”康惠玲

说，有时候想做出点新花样，就打开手机

查询一些食谱，尝试做给婆婆吃。婆婆吃

后夸着说：“惠玲手巧，做的啥都有味儿，

好吃。”听着婆婆的反馈，康惠玲心里别

提有多高兴。

村里人提起康惠玲，无不竖起大拇

指。面对称赞，她只是笑笑：“谁家没老

人？将心比心罢了。”康惠玲最欣慰的是

婆婆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好。“惠玲是我的

好闺女，我有福了！”婆婆陈柱女拉着她

的手说。

丁庄村村委会委员赵丹丹夸讲道：

“老人卧床多年没生过褥疮，屋子里外打

扫得干干净净，老人该吃啥药都记得清

清楚楚。”

热爱生活的康惠玲，在东营村的大

福乐食品厂干包装工。2024年底，她因

腿疼暂时在家休养，家中还有遭受疾病

折磨的丈夫。目前，因为疾病暂时失业的

夫妻俩在家照顾老人。虽然没有了经济

来源，但是面对困难，康惠玲始终保持一

颗乐观且坚强的心，笑着面对，用爱撑起

一个家。

“不论生活多少困难险阻，我仍将竭

尽全力做一个好妻子、好妈妈，承担起应

尽的责任，并以饱满的热情做好家庭后

盾，满怀希望，笑看生活。”康惠玲笑着

说。

康惠玲的坚强、乐观、积极和爱心感

染着周边的村民。赵丹丹动情地说：“康

惠玲用行动诠释了‘孝’字的重量。她没

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但日复一日的坚持，

让平凡闪耀出美德的光辉。”

家庭或许会遭遇风雨，但爱与责任

永远是最温暖的屋檐。康惠玲的坚守与

温情，是万千农村妇女坚韧品格的缩影，

更是中华孝道文化在新时代的生动注

脚。 宋盼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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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婷婷：侍奉瘫痪公婆如亲妈

康惠玲：用爱与坚韧撑起一个家

连娟锋与学生们 范婷婷陪公爹唠嗑

康惠玲伺候婆婆起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