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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不忘众乡邻 同心共筑振兴路
——记曹市镇清郑村荣誉书记李敦雄

荆
州
市
乡
村
教
师
楷
模
、汊
河
镇
前
进
中
学
语
文
教
师
张
丹
霞
：

倾
注
爱
心
育
桃
李

远离繁华的城市，她默默守在乡村这一方热土，
播种下知识，升腾起希望。二十多年来，她始终像一
片朝霞，温暖着每一届的学生，让“心事拿云”的少年
向着阳光茁壮成长。她就是洪湖市汊河镇前进中学
九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丹霞。

关注学生生活学习
“要求学生做到，自己也要先做到，教书育人就

是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好示范引领。”张丹霞一直这
样严格要求自己。

初三，对所有学生来说都是极为关键的一年。
2020年春季，恰逢新冠疫情肆虐，加上中考的压力，
很多住宿学生放学后开始放纵自己，作业懒得写、
卫生懒得做、纪律懒得守，在寝室里通宵玩耍是家常
便饭。

张丹霞知道这些情况后，不顾丈夫的反对和儿
女强烈抗议，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充当兼职
的宿管员，全天吃住在学校。学校感动于张丹霞老
师的执着，在学生寝室安排了一个床位。于是，夜夜
的清辉照亮了她从教室到宿舍的路，寝室的硬板床
成了她的休息地、办公地，闷热的蝉鸣成了她每晚的
催眠曲……

就这样，张丹霞老师将自己满腔的爱化作日日
夜夜的陪伴，滋养着少年学生的梦想。她带的那一
届初三学生受疫情影响并不是很大，都顺利考上了
理想的高中阶段学校。

关怀学生健康成长
师范专业里，心理学、教育学是必修课。作为知

心姐姐的张丹霞更是深刻理解，非智力的因素对学
生成长的重要影响。特别是留守学生、单亲家庭等
特殊学生，更需要真诚平等的关爱。张丹霞老师专
门为他们建立了沟通联系的“爱心账单”。

单亲家庭的学生程某权，父亲常年在外，由年迈
的奶奶照顾，性格十分内向。张丹霞了解情况后，经
常找程某权谈心，像朋友一样鼓励他，给予他自信。
生活上对他关爱有加，想方设法奖励他各种学习用品，利用家访的时间慰
问他的奶奶。程某权逐渐开朗起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洪湖市第一中
学。后来程某权给张丹霞发信息说，“谢谢老师，我始终记得你说的那句
话‘有困难就找我，我永远是你的坚强后盾’。”

学生邱某理家庭情况特殊，爸妈都是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由年迈
的爷爷奶奶抚养。一次家访活动中，张丹霞的电动车在半路坏了，又下起
了雨。她不想放弃这次家访，硬是徒步三公里多路，冒雨推着电动车来到
邱某理家里。邱某理奶奶看到淋湿的张老师，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哽咽着
感谢张丹霞老师。张丹霞说，这是她应该做的，关爱每一个家庭的孩子是
班主任的职责，家庭困难都是暂时的，并鼓励邱某理好好学习。

张丹霞的“爱心账单”上，她的爱心天平没有倾斜，每一个学生都在不
同侧重点上享受着她的关爱。

张丹霞在班级设立了“名著阅读日”，引导学生分享喜欢的名著书籍，相
互之间交流阅读心得。还创建“为你读书”小广播站，让学生站在讲台上大胆
自信朗读文章片段。让每一个留守学生、学困生，平等地参与到学习、成长
教育中来，这是张丹霞的教育方法，也是她的初心。

引导学生全面发展
张丹霞1999年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担任了22年的班主任和语文教

师。她放下教师姿态，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成了学生的“孩子王”。她
将爱心教育渗透到语文教育中，引领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积极阳光
的心态。

临近中考的学生心理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有些学生会焦虑，甚至畏惧
学习。有一个叫媛媛的学生，成绩本来比较稳定，是重点中学的苗子。离
中考不到一个月时却要放弃，一个人躲在家里，不跟人交流。张丹霞老师
多次家访，没有进行严厉的批评和指责，而是耐心地劝导、细心地安慰，还
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和往届学生的励志故事，在张丹霞老师春风化雨般
的开导下，媛媛顺利参加中考还考上了理想的高中。

面对毕业班的中考压力，张丹霞要求学生在上好每一节课的同时，结
合学生的兴趣爱好，为学生制定了“能唱一首歌、能画一幅画、能有一项体
育特长”的发展目标，让学生真正做到“入室则静，入座则学”“发展特长，
放飞心情”。

张丹霞用执着和爱心温暖了一个又一个学生，践行了她入职时铮铮
的教师誓词。她也因此多次被评为洪湖市“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师
德标兵”“中考先进个人”“学科带头人”“农村骨干教师”。

有一种坚持叫扎根。张丹霞老师把根深深地扎在乡村学校、扎在留
守学生的心坎上，她春风般的爱心，化成了学生饥渴时的阵阵甘霖，化成
了学生迷茫时闪烁在天空的点点萤光。那些色彩斑斓的梦想，终会在不
弃微末、不舍寸功的爱心的浇灌中开花结果，在一点一滴的相处中变得可
感可及，激荡在朝霞映照的远方。

躬耕教坛 强国有我⑧全国最美乡村医生谢爱娥：

小小输液架 以“点滴”力量汇成大爱长河
□ 记者 伍丹 张梦瑶 见习记者 肖丹

深秋的午后，洪湖市滨湖街道滨斗湖
村卫生室里，就诊的村民络绎不绝，穿着
白大褂的谢爱娥正在配药室的工作台前
忙碌。

配药室里，一箱箱医疗用品整齐摆
放。箱子前，9个可移动式不锈钢落地输
液架一字排开，一个老旧的木头架子

“站”在最前面，格外显眼。它长约2米，
架身并不笔直，带着树干的自然弧度，深
红色油漆早已斑驳，吊瓶挂钩处由2根
斜插进去的铁钉简单代替，底座由十字木
架结构固定，简易却轻便。

“这个老古董是我们的‘宝贝’呢。”从
摇着木桨的“船医”，到扎根基层的社区医
生，谢爱娥带着这个输液架服务村民31
年。从湖上到岸上，它陪伴谢爱娥累计
接诊病人6万多人次。从狭窄而潮湿的
渔船到宽敞明亮的卫生室，它见证着谢爱
娥不变的医者仁心。

希望：“以后船上也能生小孩了！”
“打这个木头架子的师傅，是我的公

公。”谢爱娥用手摩挲输液架，思绪回溯到
水上行医的岁月。

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个叫船头嘴
的渔村，位于百里洪湖中央。370平方公
里的湖面分散着600多位渔民，他们以
船为家。对于熟悉水性的渔民来说，大
风大浪不算什么，生病才是最害怕的
事。“村里没有医生，一旦遇到急症需要
求医，划船两三个小时都不一定能上
岸。”谢爱娥回忆，一天晚饭的时候，在湖
上做木工的公公与家人聊起渔村缺医少
药的事，说到有一名临产的孕妇，因交通
不便，在送往医院途中去世了。听到这
些，让本就从医的谢爱娥内心深受触动。

1992年，在家人的支持下，新婚不久
的谢爱娥和丈夫何太瑜主动申请到船头
嘴村当村医，把家安在湖面。湖上的家
是一个高约1.5米、面积不足10平方米
的船舱，只能放下一张双人床和部分生

活用品。
听说村里来了“白大褂”，渔民们都很

兴奋，隔三岔五、有病没病的都要来谢爱
娥这里看看“稀奇”。湖上安家不久，公公
送来了“乔迁礼物”——亲手做的3个木
头输液架，它们看上去简易，却是卫生室
里添置的重要医疗设备。看到它们，村民
们就有了期待。村里有了医生，也就有了
希望。

1992年9月23日，谢爱娥到湖上的
第14天，也是全村人最高兴的日子。这
天，一名即将临盆的产妇在谢爱娥的帮助
下，顺利生下一个男孩。男孩叫刘前，是
第一个在湖区被医生接生的小孩。

得知消息后，热情的渔民们纷纷划船
前来，围在卫生室外，有的送来了自家的
鱼，有的点上鞭炮庆贺。大家奔走相告，
整个渔村都沉浸在喜悦之中，“以后咱们
船上也能生小孩了！”

有了谢爱娥，大家心里仿佛吃了“定
心丸”。25年里，她为渔民搭起了“生命
之舟”，为渔村转送产妇100多人，直到渔
民上岸前，村里20岁以下的村民，几乎都
是在她的陪伴和呵护下呱呱坠地。

坚守：“8万公里出诊路，它一路相伴”
俗话说，湖上无风都有三尺浪。
对于“旱鸭子”谢爱娥说，应对湖上的

风浪是最大的挑战。一旦遇到风雨，小船
就像一片树叶在湖面摇晃。乘船出诊的
她紧紧把住船沿，一刻不敢松手，好几次
因为晕船差点掉进湖里。水上行医的生
活，完全打破了23岁的她对大湖“荷叶田
田、鱼戏莲叶”的浪漫憧憬。

白天为渔民看病，充实忙碌，但到了
晚上，大湖静得可怕，湖上没有电，谢爱娥
夫妇只能点一盏油灯相伴。多少个夜里，
她都曾想“要不回去吧”“算了吧”。

等到天亮，她看见卫生室里3个个头
整齐、粗细一致的木头输液架，一阵愧疚感
涌上心头，“树干肯定是公公精心挑选的，

架身也是仔细打磨过的。”离家的谢爱娥夫
妇，看到它们，就感觉家人在身边，一钉一
铆间，更是寄托着家人对他们的期望。再
看看湖上就医困难的渔民们，谢爱娥果断
放弃了回家的念头，决定扎根湖上。

转身，她带上其中一个输液架，划船
出诊去了。

2008年伊始，大雪来袭，湖面结了一
层厚厚的冰。谢爱娥接到一户渔民的电
话——怀孕8个月的刘丽发高烧、咳嗽，
两口子在家束手无策。谢爱娥挂了电话，
带上输液架、背起药箱匆匆出门。

天还下着雪，冰层很厚，谢爱娥只好
步行前往。她一边用输液架探路，一边沿
着冰面向刘丽家赶去。白茫茫一片让她
看不清前路，不知不觉，脸上都结了冰
霜。平时划船20分钟的路程，她走了近3
个小时才到。门一开，刘丽丈夫看到眼前
的“雪人”，感动得流下眼泪。

夏热冬寒，谢爱娥在风浪中颠簸出
诊。2010年，洪涝，谢爱娥顶烈日冒酷
暑，挨家挨户发放消毒药材。2011年，大
旱，谢爱娥套上厚重的水裤，深一脚浅一
脚地蹚着淤泥，上门输液。

从23岁到48岁，这一坚守就是25
年。25年的水上行医，谢爱娥用坏了8个
药箱，换了5条小船，她从不懂水性变成
了摇船的好手。输液架也由3个增加到6
个，还是一样的“个头整齐、粗细一致”。
每次出诊，输液架都相伴左右，陪伴她

“撑”过了8万多公里水路，走遍了村子的
每一个角落。

2012年底，谢爱娥、何太瑜夫妇当选
全国“最美乡村医生”。又一年，船上维
修，谢爱娥趁机给输液架也涂上了红油
漆，她说“红色看起来温暖，也充满希望。”

初心：“继续坚守职责服务群众”
“谢医生，我咳嗽好几天了，您帮我看

看吧……”
“谢医生，我老伴前几天输液的医药

费还没结账吧，一共多少钱？”
“谢医生，这是我申请低保的材料，您

看还需要些什么证明……”
10月13日下午，洪湖市滨湖街道滨

斗湖村卫生室里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
这里不仅仅是医务室，也是大家的政策咨
询室、调解处、宣传室和便民服务中心。

2016年底，洪湖全面实施渔民上岸
工程，2017年初，船头嘴村的渔民相继离
开湖区，谢爱娥也跟着渔民离湖上岸，住
进了城里的安置小区，6个输液架也和她
一起搬进了村卫生室。上岸后，渔民们虽
然分散居住，但多年的相处，培养了他们

“有问题就找谢医生”的习惯。渐渐地，卫
生室成了渔民们的新聚点。

从船医到村医，不仅医病也“医心”。
渔民上岸再就业曾经是大家最担忧的
事。谢爱娥积极宣传相关政策，并组织渔
民参加免费技能培训、带领他们参加招聘
会，帮助有困难的家庭申请公益性岗位，在
她的努力下，先后有300多人次实现就业。

随着卫生室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时间
久了，几个木头输液架陆陆续续坏掉，只
剩一个仍在“坚守岗位”。它比不锈钢架
子轻便，有时候回访慢性病病人、出诊，谢
爱娥依旧带着它。不少人看到后，都对谢
爱娥说“这个木头的还留着干什么，扔了
吧”，她也只是笑笑。

近年来，谢爱娥先后荣获全国最美乡
村医生、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等称号，谢爱娥家庭荣获“第二
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她也不用再像以
前摇桨划船了，但她却成为岸上更多人最
信赖的“谢医生”“谢主席”。

医者仁心，不忘初心。谢爱娥对记者
说，每当看到那个木头架子，就想起过去的
日子，“那么艰难的日子都走过来了，还有
什么是不能应对的。”如今的生活越来越
好，医疗条件越来越好，不管走到哪里，谢
爱娥都希望自己能像输液架一样，以“点
滴”之爱继续坚守职责、服务水乡群众。

李敦雄，洪湖市曹市镇人，中共党员，现
为湖北楚宇石化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2023年选聘为清郑村“荣誉书记”。

清郑村紧邻曹市集镇，2017年与原
童套村合并。该村是洪湖市2018年美丽
乡村示范村，也是洪湖市2017-2019年
度生态文明村。

致富不忘家乡
2023年，曹市镇党委邀请他参选清郑

村“荣誉书记”，他当即说道：“清郑村是我
成长的地方，我对家乡有着深厚的情感，
我愿意回馈家乡，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
的力量！”

一直以来，他都惦记着家乡的发展
建设，默默用自身行动为家乡谋发展、谋
幸福、谋未来。2006年，吃水难题一直
困扰着清郑村百姓，该村原有生活用水
水质很差，他捐助1万元助力清郑村建
设村级水厂，建好后村民们喝上放心水，

他说这是造福后代，提升村民们生活质
量和生活水平的大事；2008年，得知村
里受到雪灾后，他毫不犹豫捐献2万元
帮村里渡过难关；2009年为方便的村民
们的生活，捐款 1万元修通村组公路；
2021年至2023年期间，他先后捐助价值
10万余元的建设材料、草皮、路灯等，让
村里的广场变得更绿、更亮了，既美观又
实用。每到傍晚，广场上一片欢声笑语，
村民们在这里休闲娱乐、跳广场舞，幸福
指数不断提高。

产业振兴助力家乡发展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他

说一定要着力推进家乡产业的发展。
2015年帮助清郑村从东莞引进湖北创展
机械有限公司，吸纳30余人就业，人均年
增收4万余元。2017年，帮助清郑村引进
湖北天之绿水产有限公司，该公司是一家
集水生蔬菜、淡水鱼、小龙虾种养、研发、

加工、贮运及销售和商贸于一体的现代化
农业产业化企业，采取“公司+合作社+基
地+农户”的产业化发展模式，不断探索产
业带动、上下协同、绿色发展，与曹市镇及
周边深度合作农户达到了4000多户，带
动本村200余户年增收200多万元，吸纳
30余人就业，被誉为“田边的工厂，农民
家门口的企业”。

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根魂所系。李敦
雄着力将文化“软实力”转化成乡村振兴

“硬支撑”，组建了一支14人的清龙女子鼓
乐队，成员主要为本村的留守妇女。他还
建立女子鼓乐队，既满足了村民对文化生
活的需求，又增强了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增
强，同时也为村民创造了展示才华和发展
潜能的机会，这对村庄的文化繁荣发展具
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让村里娃在“家门口”快乐成长
为改善清郑村儿童的受教育环

境，李敦雄协助村里建立“小天才”幼儿
园，让清郑村及周边的孩子能就近入园，
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他表
示：“唯有学习才能与时俱进，唯有学习
才能把握命运，支持学习教育我们义不
容辞。”

近年来，李敦雄协助清郑村收集招
商引资项目的信息，提供项目线索，并
为项目沟通对接提供支持。他通过捐
助投资等方式帮助完善清郑村的基础设
施，努力办好群众期盼的公益实事，尽自
己所能当好“参谋员”“宣传员”，为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建言献策。他说：“成
为村里的‘荣誉书记’，是大家对我的认
可，这不仅仅是一个职务，更是一份沉甸
甸的责任。我会珍惜这份荣誉，将自己的
资源优势与清郑村发展实际有效衔接，
并积极联系本村成功人士，充分利用资
源优势，为家乡群众办更多民生实事，
不辜负群众的期待和组织的重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