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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援藏归来，周林聪放弃组织
上的休养安排，直接投入学校工作。哪
里有需要，他就到哪里去。疫情期间，他
认真做好后勤防疫工作，在晚自习学生
离校后，坚持站好消杀工作保障岗；有班
主任老师家发生突发情况，他顶上一个
学期也毫无怨言。在教务处新岗位上，
周林聪不畏困难，边学习边研究，为更科

学髙效的教学管理工作殚精竭虑。
周林聪听从习近平总书记“援藏精

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崇高精神”“这个
事情必须一茬接一茬，一代接一代干下
去”的教导，当原西藏支教学校需要老师
再上高原时，他义无反顾地再次踏上了
那片热土，燃烧自己的青春和热情。

作为一名热心公
益的志愿者，葛明丽
践行“人道、博爱、
奉献”的红十字精
神，用内心的坚韧与
坚持谱写人间大爱。
2020 年，新冠疫情
暴发，她主动捐款，
协助红会做好捐款统
计工作。2021 年，
德尔塔病毒来袭，通
州区开展全民核酸检
测实战演练，她主动
报名，冲在前方。

小小身躯，大大
能量。葛明丽无数次
撸起袖子，献上自己
一份流动的爱。至
今，她已累计献血
5400ml。

红十字志愿服务
活动中，葛明丽亲切
温和对待每一个人。
走进年迈的孤独老人家庭，她总能伏下身子和老人
唠家常，并给予心理抚慰。参加红十字应急救护培
训工作，她总是利用业余时间勤学苦练。心肺复苏
和四项技术的操作，对身形瘦小的葛明丽来说，不
只是技术活，也是力气活。经过近一个月的刻苦练
习，她克服困难，突破自我，达到指标。为备战
省、市两级应急救护大赛，非医学专业出身的她潜
心读书，虚心请教。2020年，她先后在省、市两
级救护大赛中取得个人总分市第三名、省第十名的

好成绩，分别被授予南通市技术能手、江苏省红十
字应急救护能手称号。

特教园地里，没有桃李满天下，却有感动满心
怀。付出总有回报，葛明丽所在的行走之光送教团
队被评为南通市优秀教师群体，个人获江苏省特殊
教育先进个人、优秀红十字志愿者，南通市优秀教
育工作者、学科带头人、优秀班主任，通州区五一
创新能手、十佳青年、最美红十字人等荣誉称号。

赓续百年初心 担当育人使命
编者按：在通州教育璀璨的星空中，总有一个又一个光辉的名字，默默闪耀，照亮夜空；总有一群又一群执着的人们，将“伟大”与“平凡”画上等号，用勇气和担当诠释教书育人的崇高风范，用实际行动感动身边的每一个人。今天，让我们一

起走近他们——2021年度“感动江苏教育人物”蔡志红老师、南通市第十八届“园丁奖”获得者周林聪老师、第十二届“感动南通·教育人物”王洪达老师、第十二届“感动南通·教育人物”提名奖葛明丽老师，一起倾听他们的教育故事。

2018年2月初，蔡志红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在
诊断结果出来的第二天，她坚持到学校完成了前期
预约的三个心理咨询，第三天才住进医院。手术之
后，蔡志红共进行了21次化疗，28次放疗，一年靶
向治疗。在病床上，不断有学生和家长打来电话，
向她寻求帮助。每次接到求助电话，蔡志红都会尽
可能安排时间，尽早为学生或家长进行心理疏导。

有一天，蔡志红正在医院接受化疗，接到一个
学生的求助电话：“蔡老师，我平时作业都挺好的，
可考试总考不到理想的成绩。马上就要期中考试
了，我特别紧张害怕。”第二天中午，蔡志红直奔学
校心理咨询室和学生交流。蔡志红从他的学习和
生活中找到了引起孩子考试焦虑的原因，和他一起

探讨应对焦虑的方法。这位学生的心结被慢慢解
开了，重新拾起学习的信心。

通州高级中学是教育部公布的首批全国中小
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2019年，学校决定申
报江苏省中小学生品格提升工程项目，学校申报的
项目是“指向学生心理品质提升”的共生课程建
设。蔡志红虽然还在治疗，仍然积极参与品格提升
工程项目的申报和现场答辩活动，编写高中生积极
心理品质培育的校本教程，为该项目的如期结项做
了大量工作。2020年，学校招聘了18位兼职心理
导师，蔡志红满腔热情为他们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知
识和技能系列培训，让他们尽快走上专业成长之
道。

近几年，蔡志红面向学生、家长、老师做心理健
康教育讲座300多场，受益面达50000多人次，接
受学生个别心理疏导8000小时。9月9日，“感动
江苏教育人物——2021最美中学教师”推选结果
揭晓，蔡志红光荣当选。

冰心老人说过：“爱在左，责任在右，走在生命
之路的两旁，随时播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
缀得花香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莘莘学子，踏着荆棘，
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流，却觉得幸福。”蔡志红老师
愿意在教育生涯的每一天里，把爱洒向学生心田，
让生命在耕耘中绽放。

2006年起，王洪达利用业余时间研发了“摄像
头阅卷机”，用摄像头读可重复用的答题卡，节约环
保、快捷方便。他把这个技术带到了伊宁县第二中
学的英语组，大大减轻了老师的工作量，提高了讲
评效率，也减轻了学生的经济负担，学校考察后决
定从2021年起全校推广使用。在王洪达和其他老
师的共同努力下，伊宁县第二中学的2021届高三

学生高考取得了新的突破，本一录取率提高了
30%，为此该学校给通州高中寄来了感谢信。

王洪达先后两次被伊宁县委、县政府评为“优
秀教育工作者”，被江苏省对口支援新疆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前方指挥部评为“州直优秀援疆教师”，被
伊宁县教育局评为线上岗前培训“优秀学员”，获

“通州区嘉奖”。他和团队老师与当地学生、教师一

起学习、一起工作，充分利用班会、团队活动、升旗
仪式、专题讲座等方式，深入师生群体，了解问题、
解决困难，带领大家圆满完成了各项援疆任务。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精诚团结，才能谋求
进步和发展。王洪达带领着援疆教师团队用汗水
浇灌民族团结之花，从点滴小事做起，让民族团结
之花更加芬芳。

感动江苏教育人物——2021最美中学教师

蔡志红：用爱和责任承载教书育人的重托
通州高级中学

她是一位普通教师，立足心理健康教育的岗位，在学生的心田播撒阳光；她是一名普通党员，不忘初心，牢记入党时的誓言，积极担当，努力做学生心灵的工程师；她是一名病人，笑对疾病，以健康、积极、正向的师表形象，帮助学生拨开心灵上

的“雾霾”，满血复活投入学习。她就是通州高级中学教师蔡志红。

如果说心理健康教育是江苏省通州高级中学的一张靓丽名片，蔡志红就是名片上的璀璨一笔。她是省中小学校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卓越教师。为了胜任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蔡志红老师自费参加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专业的系统学习，参加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培训，购买了大量专业书籍研读，定期参加心理咨询师个人成长小组活动。身患重病之后，她也不放过学习培训机会，专注提升心理咨询的专业技能。

蔡志红珍惜每一个心理健康教育的时空，她以真心、爱心、责任心上好每一堂心理健康教育课，耐心接待每一个寻求心理帮助的学生及家长，尽可能发挥最大的教育功效。

蔡志红曾经帮助过的一个女生，从
初中开始她控制不住地要“拿”同学的东
西，从一开始“拿”同学的食物，再到“拿”
钱，不“拿”心里就很不舒服，“拿”了之后
又非常自责。

“蔡老师 ，我快要精神分裂了，学习
也受到了影响，你快帮帮我吧！”面对女
孩的倾诉，蔡志红没有批评她，只是告诉
她：“每个人的成长之路都不会一帆风
顺，如果走歪走斜了，就要赶紧纠正方向
回到正道。”蔡志红为她制订了心理矫治

方案，要求她每周来学校心理咨询室参
加两次心理矫治。还向女孩的父亲介绍
了方法，请他和家人一起配合。同时，联
系了女孩的班主任、班级心理委员，请他
们一起帮助女孩。经过十几次的心理矫
治，女孩逐渐改掉了坏习惯，全身心地投
入学习当中。高考后，女孩如愿考上了
一所知名高校。拿到大学录取书后，她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蔡志红：“老师，谢谢
您，是您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获得自信
和尊严，让我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南通市第十八届“园丁奖”获得者

周林聪：扎根农村乡土情，二度援藏家国心
金沙中学

他，一个甘愿辛苦、乐于奉献，幸福写在心里的年轻人；他，有一分光就想要发一分热，照亮别人温暖他心。他就是金沙中学的生物教师周林聪。

2005年，周林聪以入职考核第一的成绩首选
乡村高中，坚守十年，用真情和勤奋浇灌乡村教育
园地。他醉心于教学和教科研工作，先后任教五届
高三毕业班，深受学生、家长好评。他多次受邀参
加通州区和南通市高三模拟测试、期末调研试卷的
命题、磨题、审卷等工作，多次在市、区两级生物优
秀课评比、教学专业技能比赛中获一等奖。在南通
市内外开设讲座、公开课二十多节（场次），主持或
参与三项省、区级教科课题，是江苏省高中生物名
师工作室成员、南通市学科带头人，两次被评为通

州区高三优秀教师，三次受到区政府嘉奖。
周林聪痴情于班主任工作，带班如持家。暑期

烈日下，他骑行摩托千里，遍访学生家长；带头资助
贫困学生完成学业，暴雨前帮助家长抢收油菜让学
生安心学习；开展亲近“大海、大地、大师”系列活
动，开阔农村孩子眼界、建构大格局；以“首席学科
代表”等学习竞赛激发学生学习内动力，助力学生
踏入梦想殿堂。

周林聪是学生的慈父严母、良师益友。高考前
冲刺阶段，他为学生安排鸡蛋、牛奶等加餐备战，鼓

舞士气；制定三年《跟踪培养联络本》，记录学生成
长点滴，进行生涯规划；带领学生田头里搞实验、大
学校园里找目标、啬园里忆伟人，用班歌《我们的未
来不是梦》引领孩子向前、向上！学校创建“四星级
高中”期间，周林聪主动承揽多项工作任务，为不耽
误工作，他将咳嗽拖成肺炎，但住院期间仍不忘学
生，远程“指挥”。他先后被评为南通市优秀班主
任，通州区优秀科技教育工作者，所带班级曾被评
为“通州市新长征突击队”“通州区优秀班集体”。

第十二届“感动南通·教育人物”

王洪达：用“心”浇灌民族团结之花
通州高级中学

一段援疆路，一生援疆情。2020年4月，王洪达被任命为南通市“万人援疆”领队，他带领来自南通各校的35人进疆，兢兢业业，做好团队总指挥。他以常人难有的耐心，不怕苦不怕难，用自

己的行动书写着新时代南通教育的典范！

“黄沙漫天，戈壁苍茫，就让我们一
批批的援疆教师万里征途，教育一代代
的西域天使，共享盛世繁华。无论前方
有多大的困难，我一定会全力以赴，无
愧援疆光阴……”

援疆前，王洪达的父亲和岳父已经
离世，母亲宋少珍已经85岁高龄，患有
高血压、白内障、严重骨质疏松症多年，
常年吃药；岳母张秀玲80岁高龄，患类
风湿关节炎，每天靠吃药维持走路。双
方家庭都很需要他，但为了顺利援疆，
他决定“欺骗”两位老人。2020年4月
18日，他把二老接到金沙的家里，告知
二老几天后要出差，路不远，但时间长，

一般不回家，但有事可以回来。听到这
个消息后岳母没吭声，母亲说：“隔壁村
的老头患病走了，儿子在美国，因为这
个病（老人指的是新冠肺炎病毒）也不
能回来。如果我身体不好，你能马上回
来吗？”他回答：“不远，汽车几个小时就
能回。”这是他第一次欺骗二老。事实
上，他支教的地方新疆伊犁州伊宁县离
南通乘坐飞机也需要5个多小时。虽
然内心对亲情难以割舍，但这轮援疆结
束后，他又“欺骗”二老，申请了下一批
援疆。因为在王洪达的心中，援疆已不
再是简单的工作，更是一种使命。

第十二届“感动南通·教育人物”提名奖

葛明丽：遇见生命的美好
通州区特殊教育学校

有这样一位老师，她质朴无华，慎思笃行，她润物无声，播撒大爱。她用无悔的青春，为折翅的天使撑起一片片爱的天空……她，就是通州区特殊教育学校老师葛明丽。

二十多年前，第一次登上讲台，葛明丽收获了一个新的称呼——老师。二十年来，她把这个人生之业演绎得美丽纷呈。用她自己的话说：“老师是我生命中最美的名字。教师，不只是我的职业、我的事业，

更是我的人生之业。”

“原谅我，听不见世界。寂寞小孩，迷路旷野，追着风想学他歌
唱……”孩子们的“听不见”触动了葛明丽柔软的心，她总是用爱感
化这群残疾孩子，给予关爱和帮助，润物无声地使他们逐渐养成良
好的学习生活习惯。

小欢是一个失聪的孩子，五岁那年做了左耳的电子耳蜗，两年
后在普通学校报了名。随着年级的增长，听不见的烦恼逐渐显露，
考试成绩大幅下滑，英语听力更是横亘在眼前的大山。小欢开始
胆怯、自卑，常常独自躲在角落。

2019年初，葛明丽在巡回指导过程中看到了这个怯怯的孩
子。清秀的面庞，暗淡的眼神，电子耳蜗配件藏在美丽的发卡下，
脑袋总是腼腆地低垂着，回答问题时声音像是蚊子嘤嘤嗡嗡。从
未接触手语的她看老师的手势猜词倒是很准确。二十多年的职业
经验让葛明丽敏锐地感觉到这个孩子需要及时开启更适合的听障
教育。经过多方努力与磋商，小欢终于成为一名特教新生。

由于普特课程的差异，小欢“跳级”到了启音四年级。作为班
主任的葛明丽总是在精神上鼓励，在生活上嘘寒问暖，在学习上更
是倾尽全力。葛明丽带小欢在操场第一次放声大喊，教她第一次
打手语，关心她第一次住宿，教她第一次学做菜……慢慢地，小欢
的声音响亮了，微笑张扬起来了，脑袋勇敢地昂起来了。

葛明丽鼓励小欢利用周末和寒暑假时间补足短板，她也总是
放弃休息，帮助小欢讲解、点拨。2020年，小欢被评为“江苏好少
年”。2021年，通州区听障儿童演讲比赛现场，小欢如愿获得了一
等奖。

小欢，只是葛明丽众多学生中的一个。在葛明丽眼里，只要学
生的事就是第一重要的事。孩子们有心事会向她倾诉，有问题会
向她请教，用手语、用文字、用不太清晰的语言交流。听不见不再
是他们的阻碍。

他们能听见，听见老师许给他们的未来。

“蔡老师,是您改变了我的人生！”

男孩深深一鞠躬：“谢谢您！”

某个周日，蔡志红接待了一对前来求助的母
子。这名高三男生作出辍学的决定，任凭父母怎么
劝说都听不进去，母亲好不容易才把男生带到心理
咨询室。该生在网上认识了一个外地女孩，渐渐产
生好感，便想辍学到女孩所在城市打工。男孩认
为，爱她就要为她付出，就要有行动。他很认真地

问蔡志红：“我已经18岁了，难道不能决定自己的
幸福？”“能，你当然可以决定自己的幸福！但幸福
是什么，你认真地思考过这个问题吗？”蔡志红选择
作为一个知心朋友和男孩好好聊一聊。

时间在悄然流逝，蔡志红不急不躁地和男孩探
讨“恋爱结婚需要的条件”“爱情和好感的区别”“高

中阶段谈恋爱与工作以后谈恋爱的区别”“中学生
专心读书对人生的意义”……不知不觉中，男孩逐
渐意识到自己的不成熟。当心理咨询接近尾声时，
这名身高一米八的男生当着大家的面对蔡志红深
深一鞠躬，深情地说了一句：“谢谢您！”男生的妈妈
也激动落泪，久久握住蔡老师的手不松开。

“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你父母很爱你！”

教师节前夕，蔡志红收到了一个女生发来的短
信：“蔡妈妈，祝您教师节快乐！您的笑容就像阳光
洒在我心房！是您的爱伴我走进南京师范大学的
校园，我以后也会像您那样对待我的学生。”

高中三年，这个女孩的母亲从未到学校看望
她。又是一个周末，宿舍里的女孩都有家长来看
望，女生感到十分委屈，最终泪眼婆娑地敲开了学

校心理咨询室的门。她告诉蔡志红：“父母不关心
我，我真的没有学习动力。考得好不好，我真的无
所谓了。”蔡志红耐心倾听积压在她心头的委屈和
焦虑，对她因高考焦虑而引发的对亲情的格外渴求
表示理解，并耐心地劝慰她，作为一个已经成年的
孩子要试着去理解父母，学会和父母渐渐分离……
聊着聊着，女孩的情绪逐渐平复了，蔡老师帮女孩

抹去泪水，朝她露出灿烂的笑容。在蔡老师的鼓励
下，女孩抖擞精神走向教室。在回家的路上，蔡老
师特地去超市给女孩买了一个毛绒玩具，在卡片上
写了一段话送给女孩：“爱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你的
父母很爱你！”

病床上，心理健康教育仍不停歇

初出茅庐，坚守乡村教育

临时受命，践行党员誓言

2017年8月，受省委组织部选派，周林聪成为
江苏省第三批“组团式”援藏教师，远赴西藏。当接
到援藏任务时，他犹豫过、彷徨过：父母年迈多疾，
不能膝下尽孝；孩子尚小，不能陪伴在侧，缺失成长
的关键时刻；在金沙中学，还有辛勤培育的“远致
班”和承诺“高考佳绩”的誓言。然而，他没有忘记
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忠诚誓
言。“党员是什么？党员就是当组织需要时能顶上
去的人。”周林聪如是说，“事出突然，当时没有其他

人适合，作为一名党员，我应该站出来。”
初上高原，意料之内，“痛”并快乐着。强烈的

高原反应让周林聪头痛欲裂、心跳异常、胸闷、四肢
无力，他只能躺在床上。凭着坚定的信念和乐观的
心态，积极配合药物治疗，周林聪在一星期后就投
入工作。为保证药品间药效不相冲突，每天十几个
闹铃提醒吃药，随身的小药盒是他的生命盒。

课堂教学，意料之外，创新模式促成效。经过
多方接触调查，周林聪发现藏族班上的学生情况差

别很大。根据藏族孩子的特点，他压缩每堂课的知
识容量，降低知识难度。将金沙中学“自主课堂”模
式与学生的学情有机结合，打造“蜂巢式”学习互助
课堂模式，分层教学，因材施教；让先进的技术手段
助力课堂，“实时课堂”的建构让孩子们惊讶连连；
当堂课当堂清，滚动教学，针对性解决学生学习中
存在的习惯性问题。淳朴善良的孩子们信任他，在
课堂上越来越投入，学习效果也显而易见。

藏汉一家亲，生物教科研共育格桑花

“援藏工作支援什么、做成什么、留下什么”“以
党员的身份去援藏”……领导们亲切嘱托中的深
意，时刻指导着周林聪的工作。他深刻意识到“援
藏留下什么”是真情援藏、科学援藏、创新援藏、“造
血式”援藏的关键所在。一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援
藏的时间也是有限的，而推动生物学科建设、培养
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的作用是无限的。援藏期间，周

林聪结对两位年轻教师次旦卓嘎和赵琦，课余时间
对他们“说课、磨课、听课”，也换来了两人的快速成
长和耀人的成绩单。指导青年教师旦增多吉参加
说课比赛获得自治区一等奖；带领高三备课组研究
高考试题、洞悉命题方向，厘清高三复习思路和节
奏，促使这届高三生物成绩在模考中取得大突破。

周林聪先后对昌都市、日喀则市、拉萨市等地

区生物老师进行实验培训，带领年轻教师积极参与
各年级期末联考、学测联考等试卷命制工作。参加
拉萨市高中教师赛课，面向全拉萨市开公开课，积
极与拉萨市兄弟学校成立“生物教科研共同体”，开
展校际间教研活动，乐此不疲。当有一位老师问到
周林聪为什么要那么辛苦、那么多事？他微笑着
说：“这就是我不远千里而来的意义。”

重回故里，再出发

通州教育二、三版组稿：邵敏华

邮箱：805827329@qq.com联系电话：13906287859

师者初心——使命从这里开始

师者慧心——当好团队总指挥

2020年2月份，王洪达接到南通市教育局师
资处副处长周淑平的电话，让他当教育部第二批

“万人援疆”计划南通市领队。当时的他没有多
想，到了新疆后，才发现自己成了“大管家”兼

“大保姆”。调度车辆、食堂伙食、水电维修、课
务协调等都需要全权负责。难度更大的是，团队
35人来自南通市近30所中小学，团队里年龄差距
也很大，50岁以上的有13人，最大的59岁，最
小的34岁。

团队里老师们的饮食习惯、起居习惯差异较
大，为此，王洪达采取了“制度+人性+表率”的
管理模式，同时借用中医学理论开展工作，

“望”：观察老师们的脸部表情，分担老师们在生
活、工作中的忧虑。龚老师妻子于2020年8月生
孩子，当时由于疫情影响，按新疆当地的政策，
暑假期间老师非必要不得回江苏。龚老师整天愁
眉苦脸，后来在王洪达的多方协调下，龚老师得
以提前回家陪护。“闻”：听老师们的言谈。老师
们的焦虑、不满等情绪会有意无意地说出来。从
与许老师的对话中，王洪达捕捉到她与两位老师
相处不太和谐的信号，王洪达利用与其散步的机
会，提出调整寝室的解决方案，许老师欣然接
受，此后每天心情愉悦。“问”：有的老师在教学
上遇到了困难，不知如何解决，王洪达就主动去

“问”，问老师、问学生，校方反映顾老师教学效
果不理想。经过询问，原来是顾老师讲课讲得太
深太难。王洪达及时反馈问题，顾老师也马上调
整教学难度，很快学生适应了。“切”：有时管理
中遇到的问题，必须深入群众去“诊脉”。小学初
中组有两位老师向王洪达反映团队不和谐的问
题。他实地考察两次后，发现问题出在“评优”
上。通过微信、电话多次与相关人员沟通，王洪
达替他们找差距、找问题，并与省援疆办联系，
让这两位老师看到希望，成功解决了“评优”后
遗症。

师者仁心——结对帮扶倾情倾力

援疆工作的重头戏是要带出一支业务精良的
教师队伍。一年来，王洪达在学校师徒结对中被
聘为陆瑶老师的师傅，学校教师发展中心成立大
会上被聘为导师团成员，“组团式”援疆中被推选
为南通名师工作室领衔人。此外，他还被伊宁县
教育局聘为高中英语教学能手工作室主持人。王
洪达精心指导一名青年教师参加“苏伊杯”教学
基本功比赛获得二等奖；通过钉钉群向全县英语
老师作了两次专题讲座，并开设了两节复习研讨
课，还通过网络与南通学校开展同课异构，着力

把南通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手段辐射至伊宁县
的中小学。

在疫情防控期间，王洪达主动向学校捐款，
并多次联系所教班级老师寻找结对帮扶的学生。
刚接手这个班级时，维吾尔族学生图克鲁克的英
语分数很低，后来经过王洪达的多次谈话鼓励、
面批作业，图克鲁克顺利考取了大学，并在微信
留言“感谢亲爱的洪达老师，没有你，我可能去
放牛放羊了”。目前，王洪达仍在帮扶一名在校大
学生（曾教过的维吾尔族学生），每月资助该生

300元，准备帮助其到大学毕业。
王洪达患有高血压，经常有头晕的症状，

2020年冬天，他摔了四次跤。考虑到所教的高三
班是实验班，学校、社会给予厚望，他没有请
假，咬着牙坚持上课。平时，王洪达以优秀党员
的标准要求自己，关心老师的身体健康，先后自
费带顾老师、许老师去医院看病。在关心别人的
同时，王洪达却“忘”了自己的妻子：2021年5
月，爱人髌骨手术住院。他没有告诉别人，只把
担忧默默藏在心里。

师者烛心——民族团结润物无声

“寻一束光，照进你幽暗而隐秘的内心。在孤寂的生活中，找
到我们灵魂的出口。”抬头望天，天是灰色的，低头看花，花是黑白
的。他们，重度残疾无法到学校求学，只能孤独守着床榻和轮椅。

走近他们，葛明丽总是心痛不已，泪水盈眶：有的孩子常年卧
床，大小便失禁；有的因重度脑瘫手脚不便，生活无法自理；也有的
虽然智力正常，但罹患重疾，脊柱弯曲，身体严重变形……

作为行走之光送教团队具体负责人，葛明丽用爱用专业做好
送教上门工作。她总是亲力亲为，对送教学生投入了更多的情感
和心力，全然不顾路途的艰辛和自己身体的瘦弱。

在送教的日子里，葛明丽或俯身趴在床边，或蹲在轮椅旁，带
着孩子们认读卡片，手把手教他们握笔、写字，传授简单的文化知
识，训练学生的感觉统合，教授基础的生活常识。有的孩子因为身
体原因一边上课一边口水直流，葛明丽从不怕脏，总是不动声色取
来抽纸轻轻擦去。有的孩子身体羸弱，内心却无比强大，希望得到

老师的认可，葛明丽的一个微笑、两句暖话、几刻陪伴都是孩子最
大的幸福。

2020年，全身无法行动、舌头点触平板学习的励志少年小文
成了“网红”。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环球网等多家媒体
频繁刷屏，社会各界纷纷点赞。他的成长与飞跃离不开葛明丽的
倾心付出。第一次看到小文时，葛明丽内心就涌出一股激流：“我
要到他身边去帮助他！”一次次上门送教，一点点辛勤付出，好学的
小文终不负期许：近年来，小文从送教上门开始，逐步远程连入特
校同步课堂学习，再到进入学区学校远程学习。2019年通州区庆
祝教师节活动展演，葛明丽等老师带小文共同演绎了感动通州的
送教故事《许你微光，梦生翅膀》。“网红”少年的时代开启了，南通
市“新时代好少年”“江苏好少年”等荣誉纷至沓来。

就是这样，葛明丽用真挚的爱点亮了重残儿童的生命，也温暖
了自己。

听见·未来

看见·生命

照见·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