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蔣秀蘭：35年一人堅守一校 點亮學生求知心燈

教育家方克剛四代20園丁
第一代留下「毀家興學」佳話 第五代12歲玄孫志當老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無論戰亂時期還是和

平年代，無論清貧還是富足，方姓家人，都想當老

師。從教育家方克剛開始，百年來，方家一門四代20

人從教。「非學無以立身，非教無以立國。」傳承，

讓這句話更雋永。

A20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裴軍運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20182018年年99月月1010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2018年9月10日（星期一）

參加工作 35
年來一直在一人

一校村小教學點任教，安徽省黃山
市黃山區烏石鎮茶兒壠村教學點教
師蔣秀蘭說，每年迎送一批批可愛
的孩子，「作為啟蒙老師和班主
任，深感欣慰與自豪。」

9月7日下午，蔣秀蘭正給總共5
個學生的複式班上課。在這個一人
一校的教學點，蔣秀蘭既是各學科
的科任老師，又是班主任。

茶兒壠村三面環水，對外通道基
本被水阻隔。唯一一條可以通向山
外的陸路，需要翻山越嶺50多公

里。由於交通不便等原因，很少有
教師願意安心在這裡工作。2003
年，在另一個一人一校教學點王村
河工作了近20年的蔣秀蘭，主動請
纓來到比王村河更艱苦的茶兒壠村
任教，一幹又是15年。
蔣秀蘭向記者介紹，茶兒壠村教

學點從學前班到二年級跨三個年級
的複式教學，最多的時候有26個學
生，有語文、數學、音樂、美術、
安全教育等8門課程。單是備課一
項任務，就是一般中心學校老師3
倍的工作量。複式教學的課堂上，
一個年級做作業，另一個年級上
課，交替反覆。學生的文化課考試
成績每年都排在學區前列。
大多數時候，一人一校的蔣秀蘭

既是老師又是保姆。學生大多是留
守兒童，有一些還沒到學齡，就因
父母外出打工無人照應被提前送到
教學點，哭鬧、逃學、上課無心聽
課、不與人交流，老師要對他們加
倍關心、加強心理疏導，為他們洗
頭、擦臉、剪指甲也是平常事。

「全村年輕人都是我的學生」
35年如一日，只要學生上課，蔣

秀蘭清晨起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備一缽火種，放進火桶裡，為學生
加熱中午的飯菜作好準備。
「全村的年輕人都是我的學生，這

是我最驕傲的事。」蔣秀蘭說，她剛
到茶兒壠時，教室是土牆屋，桌椅板
凳不全，一張課桌前要擠3個學生，教
具只有一盒粉筆、一桿教鞭、一塊黑
板。現在，教學點的條件徹底改善了，
嶄新的教室就設在村部的一樓，教學
點2011年還配備了「班班通」「在線
課堂」等多媒體網絡教學設備，老師
可以通過平板電腦教學。

1983年參加工作，如今還差2年
就要退休了。蔣秀蘭告訴記者，茶
兒壠教學點今年秋季開學只有5個學
生，留下來繼續在教學點上學的，
基本是相對貧困家庭的兒童。不能
讓一個孩子沒有書讀，是教學點多
年的初心，也是一份帶着溫度的堅
守。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1.3萬餘名新生匯聚上海交通大學校
園，開啟本科和研究生階段學習之
旅。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林忠欽
「為學三問」，寄語新生「志存高

遠，惜時如金」。開學典禮上，全
場新生與家長共同觀看了微電影
《爸媽》，不少新生潸然淚下。播
放結束後，全體新生起立，向父母
喊出心底對他們最真摯的感情：
「爸爸媽媽，我愛你們！」
《爸媽》主人公是上海交大2018
級新生孫銘鶴與劉雨婷。該片描述
了孩子與父母之間溫暖、細膩的情
感，表達了孩子感恩於父母、父母
為孩子感到驕傲，親近而溫馨的親
子關係。影片用最平凡的場景表現
出了最感人的真情，感動於無形，
潤物於無聲。
上海交通大學機械與動力工程學

院2018級工科試點班新生章雨祺作
為新生代表發言。章雨祺表示，青
年人當思立大志，且追隨無數交大
前輩的足跡，帶着兼濟天下的豪
情，心懷萬家憂樂、天下山川，將
年華匯入時代旋律，把青春融入祖
國山河。
「任何時代的青年都需要思考

『為什麼而讀書』。對於這個問
題，歷代交大人用他們救國圖強、
振民興邦的擔當和責任，給出了響
亮的回答。」林忠欽在發言中表
示，當今世界的格局仍處於大變革
的浪潮之中，受制就要挨欺，失語
就要挨罵，不突破關鍵領域的「卡

脖子」科技問題，不提升思想文化
的影響力、傳播力，就無法把國家
和民族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憂
國憂民、奮發圖強仍然是當代青年
的時代責任，「立一等志向，成一
等人才」永遠是交大學子的追求。
林忠欽還向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

生各提一個問題，希望能對新生有所
啟發。「作為本科新生，你們是否做
好了讀大學的準備？」、「作為碩士
研究生，你們是否充分理解讀研的意
義？」、「作為博士研究生，你們是
否有攻堅克難的勇氣？」這些問題既
是2018級新生現在所面臨的，也是需
要大家長遠思考和體會的。

上海交大開學禮 催淚微電影謝父母

■9月9日，上海交通大學2018級新
生開學典禮播放視頻《爸媽》，感動
無數人。 視頻截圖

■蔣秀蘭老師帶着孩子們上體育課。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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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克剛與妻子楊娥霞合影。 網上圖片 ■女兒方驥姝（左）與學生合影。 網上圖片 ■孫子方叔衡堅持每日讀報學習。 網上圖片

京港澳高速18死交通事故
涉事企業負責人被追刑責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湖南省公安廳
交警總隊8日通報造成18人死亡的京港澳高速衡
東段「6．29」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後續處置情況，
涉事企業4名負責人犯危險駕駛罪被追刑責。
據通報，6月29日，河南省駐馬店市汽車運
輸公司的豫Q52298號大巴，由南往北行駛至
京港澳高速衡東段1,602公里處時，穿越中央
隔離帶與對向行駛的豫CS6852號半掛車相
撞，造成18人死亡、14人受傷的重大道路交
通事故。同時，涉事半掛車運載的環己酮洩
漏，造成周邊農作物、土地被污染。
經深入調查，涉事危化品運輸車所屬的洛

陽新紅運輸有限公司存在重大安全監管責任，

2017年至2018年期間，涉事企業在車輛不具
備環己酮運輸許可的情況下，仍安排駕駛員跨
省運輸環己酮65次。湖南省高速公路交警趕
往河南省，以涉嫌危險駕駛罪將涉事企業武某
某等4名主要疑犯抓捕歸案。
9月5日，湖南省衡東縣人民法院對被告人武
某某、張某某、王某某、趙某某下達了刑事判決
書。被告人武某某犯危險駕駛罪，被判處拘役
4個月，緩刑6個月，並處罰金3萬元（人民幣，
下同）；被告人張某某、王某某、趙某某犯危險
駕駛罪，分別被判處拘役3個月，緩刑4個月，
並處罰金3萬元；禁止4名被告人在緩刑考驗期
內從事危險化學品運輸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
報道）「9月1日開放時就來辦證，
不到5分鐘便辦結，之後不到一周就
獲通知證件已製好，整個流程快
捷。」49歲的澳門居民劉國慶在珠海
工作近20年，9日領到了珠海發出的
首張港澳台居民居住證。珠海市公安
局透露，第一批已製作好的752張港
澳台居住證開始陸續發放，至今珠海
已受理2,111人申請。隨着港珠澳大
橋即將通車，港澳居民申請意願料更
踴躍。
「以往線上業務並不接受回鄉證，

甚至連醫院的微信預約掛號都沒辦法實
現。」劉國慶表示，如今有了居住證，

在內地的生活工作就更加便利。珠海市
公安局介紹，目前公安機關及相關政府
職能部門已對身份證件閱讀機器及時升
級，保障港澳台居民持證人在珠海可享
受住宿、機動車駕照申領、辦理銀行業
務、購買機票、長途車票、社保等權
利、服務及便利。
為給港澳台居住證辦理提供便利服務，

珠海全市39個戶政窗口統一標準提供服
務，並實行同區通辦，按照港澳台居民住
址以就近和便利為原則，在居住地同一行
政區（縣）內所有受理點均可辦理，即香
洲、拱北高新、橫琴各受理點可相互辦
理，金灣和高欄各受理點可相互辦理，斗
門區各受理點可相互辦理。

珠海首張港澳台居住證發出

■澳門居民劉國慶領取了珠海首張港澳台居
住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攝

「我們要在危難中，以大無畏的精神，做到『先生教好、學生
學好』……將來好去雪恥報國，驅逐日本鬼子，收復我們

的失地！」
抗戰時期，湘北會戰等戰事失利，在妙高峰中學（1914年著名教

育家方克剛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附近創辦）操場上，一位校長堅定
地對慌亂奔走的學生們吶喊，人群安靜下來。

第一代：創辦妙高峰中學
校長名叫方克剛，在學校經費銳減時，他曾四處奔走籌募，並將
其父經商的積蓄捐出，留下「毀家興學」的佳話。他籌劃建立了對
外開放、全國聞名的南軒圖書館。抗戰期間，南軒圖書館隨校輾轉
遷徙，但仍對外開放，借閱不輟。
除妙高峰中學外，方克剛一生曾出任明德中學、湘雅醫學院、楓
林中學、幼幼小學等二十多所學校的校董。
如今，前身為妙高峰中學的長沙市第十一中學，校園裡仍有一塊
巨大的石碑，篆刻着方克剛的名言，也是方家家訓——「非學無以
立身，非教無以立國。」

第二代：「師生飯」同吃20年
84歲的老黨員方驥姝，直到去年還在為學生答疑解惑。
她是方克剛最小的女兒。父親去世時，她才10歲，可家訓牢牢
記在她心裡。1957年，方驥姝進入長沙農業學校任教。
方驥姝和丈夫羅海亮育有一子一女。幾年前，羅海亮去世了。方
驥姝有個微信群，裡面有12名學生，年齡最大的81歲，最小的29
歲。「老頭子走後，這12個學生說，他們要『管着我』，每個星
期都來看我，買米買油，送藥送菜。」
這些學生，大多在求學時受到方驥姝夫婦的資助，為他們貼補學費、
伙食費、回家的路費……當年，一些家境困難的學生在食堂只買米飯，
端到方老師家，老兩口就炒一大盤自己種的菜，和學生一起吃。「我
和老頭子吃飯都站後面，前面圍了一圈學生。」方驥姝笑着回憶。
這樣的「師生飯」持續了二十多年。有學生統計，曾有百餘名家
境困難的孩子接受過他們的幫助。
「我二哥資助的學生比我多。可與父親比，我們做得還不夠。」
方驥姝說。
方驥姝的二哥方龍伯，生前是湖南師大附中的中學英語特級教
師，曾獲評全國教育系統優秀教師，是部級勞模。
「方老從來沒有真正退休過。直到生命的最後，他還心心念念想
着學生。」湖南師大附中高中英語教師李江平回憶，方龍伯會搬一
把椅子坐在教室後面聽課，再把教學經驗向當時年輕的她傾囊相
授。「學生都愛他，他更愛學生。」李江平說，「我們應當學習方
老，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事業中。」
方克剛與夫人共育三子兩女，除一位女兒17歲參加革命外，三
子一女從教，其中二子方龍伯、三子方麟侶及配偶、五女方驥姝及
配偶，一生從教。

第三代：技術工投身教育
「父親對我最深刻的影響，就是要讀好書，教好書。」方克剛的
孫子、70歲的方叔衡說。他的父親是方克剛的長子方羅山，方羅山
也曾在妙高峰中學任教。
1975年，在鋼鐵廠生產車間擔任技術工人的方叔衡，聽說廠裡建

了子弟學校，主動報名成為一名物理老師。
「當時工人職業比較吃香。但祖父傾家蕩產都要把學校辦好，我
們一家都有這個情結。」方叔衡還有一些同輩人多年從教，「我們
從祖父和父親身上學到，教育來不得半點虛假。」

第四代：小學崗位獲殊榮
23年後，20歲出頭的方汞和父親做了同樣的選擇，從軋鋼一線投

身到教育事業中。在學校，他結識了同為教師的妻子何思佳。多年來，
夫妻倆數次獲優秀黨員、先進個人和教學業務榮譽。
「父親對我們只有兩個要求，一是不要誤人子弟；二是不給學生添
任何麻煩。」方汞和妻子分別在湖南婁底市第六小學和第八小學任教。
被問起當教師什麼時候最幸福？夫妻倆不約而同說出自己的「小
確幸」——走在路上，有學生走上來熱情地喊「老師好」。
方汞家的書房堆滿了備課本、參考書，牆上掛着一幅字，寫着

「非學無以立身，非教無以立國。」
12歲的方人可站在這幅字下，和父母一起翻開了滿是黑白老照片
的相冊。方汞指着一張照片告訴她：「牆上這句話，是爸爸的太爺
爺說的。」
方人可看着老照片，輕聲而堅定地說：「我的理想，就是長大後
和你們一樣，當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