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名 工    种 组别 级 别 奖 次 备     注 

毛锦 工程算量 教师 江苏省 一等奖  

李文斌 农机具修理 教师 江苏省 一等奖  

李想（赞化初中） 平面艺术设计 学生 江苏省 一等奖 保送至南京艺术学院 

圣永平 建筑 CAD 教师 江苏省 一等奖  

袁平（城北初中） 平面艺术设计 学生 江苏省 二等奖  

庄一峰（城北初中） 平面艺术设计 学生 江苏省 二等奖  

张义勇 平面设计 教师 江苏省 二等奖  

圣永平 建筑 CAD 教师 江苏省 二等奖  

薛天禹（赞化初中） 平面设计设计 学生 省 二等奖  

圣永平 建筑 CAD 教师 江苏省 三等奖  

刘定兰 建筑 CAD 教师 江苏省 三等奖 三次获省级三等奖 

钱仕星（龙奔初中） 建筑 CAD 学生 江苏省 三等奖  

范昌权 数控车工 教师 江苏省 三等奖  

刘定兰 建筑 CAD 教师 江苏省 三等奖  

张维香 珠算、点钞、手工账务 教师 江苏省 三等奖  

毛锦 工程算量 教师 江苏省 三等奖  

 

 
学生姓名 创新作品 奖    次 备    注 

顾戴文 

（开发区初中） 

黄雷 

（甸垛初中） 

用于腌制咸鸭蛋

的泥浆裹蛋机 

第六届江苏省职业教育创新大

赛一等奖、扬州市第三届青少年

科技创新市长奖 

 

李俊（八桥初中） 
少儿古筝 

识谱练习器 
第七届江苏省创新大赛二等奖 

获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应邀参加

“第七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铜奖 

何其进 

（龙虬初中） 
智能温控饮水机 第七届江苏省创新大赛三等奖 获国家实用新型发明专利 

江苏省高邮中等专业学校

各类大赛出成效 师生同台竞风采
学校积极创新育人

模式。根据企业需求，

“量身定做”,采用冠名方
式，订单培养，灵活调整

教学课程，“因需改做”，

“抓做补缺”，形成了具
有我校特色的“三步走”

人才培养模式（即第一
年安排 1—2 周的企业

见习；第二年安排 1—2
个月的企业教学实习；第三年安

排半年左右时间顶岗实习），有效

提升了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建有数控技术应用、服

装制作与生产管理、电光源三个
省级紧缺性人才培养基地。现在，

服装制作与营销已升级为国家级

实训基地，农机使用与维护和数
控技术应用已入选省高水平示范

性实训基地建设名录并全面建

设。目前，用地面积约 2500平方
米建筑面积 1896 平方米的校内

生产实训一体化厂房经市政府、

市教育局批准已动工建设，主体

工程已基本完成，新学期将全面

投入使用，学生的实训条件将得

到全面改善。

学校先后多次荣获省“职业

教育先进单位”、市“职工技能人

才培养先进单位”等殊荣。

近
年
来
各
类
大
赛
省
级
获
奖
情
况

☆创新大赛

☆技能大赛

夺金数量位居扬州市县域职业学校第一！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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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知冷知热还知心。对于
高邮湖滨老年公寓的 37名老人来说，老年公寓负责人戴素萍就
像贴心的“小棉袄”，提起她，公寓内的老人们都竖起大拇指直
夸：“小戴待我们比亲闺女还要亲。”

1998年，35岁的戴素萍毅然举全家之力，办起了高邮第一
家民营养老院。18年来，她拼命挣钱，甚至不惜卖房来维持养老
院的运转。她说：“养老院的老人就像我的父母，我的家人，他们
离不开我，我也舍不得他们。”

不忍老人孤苦无依“女汉子”创办养老院

说戴素萍是“女汉子”一点也不为过。记者初次见到她时，她
正在老年公寓的一个角落给柜子刷油漆。1.6米多点的个头，微
胖的身材，语速快声音洪亮，戴素萍给人的第一印象便是快人快
语、性格豪爽。“她是女强人，能干呢，一般的男人都比不过她，在
她面前，我们甘拜下风。”在老年公寓工作 10年的周凤德说。

今年 53岁的戴素萍在家中排行老十，上面有 8个哥哥和 1
个姐姐。虽然父母均为上海的“大户人家”，但被冠以“资本家”的
头衔。在她的印象中，小时候，父母天天被批斗，家里非常穷，常
常揭不开锅，她与哥哥姐姐们为了填饱肚子干了不少活，吃了不
少苦，这样的生活一直到父母“平反”后才有所好转。

1985年，戴素萍与爱人陈伟结婚。婚后不久，她通过考试被
安排到当时的物资局，端上了“铁饭碗”。拿着固定工资的戴素萍
并不甘心，在工作之余干起了副业。就这样，除了工资外，戴素萍
每个月还能额外挣到几百元，这在当时算是高收入了。1995年，
夫妻两人在府前街买了房。

谈及创办养老院的缘由，戴素萍告诉记者，当时身边有许多
和她父亲一样的人，因为被冠上“资本家”的头衔，儿女不愿与父
母靠近，更不愿意赡养父母。“没有子女赡养的老人非常可怜。”
戴素萍说，1997年 2月父亲去世后，她努力说服家人，着手筹备
创办养老院的相关事宜。1998年，我市第一家民办养老院———
湖滨乡养老院挂牌成立，后来更名为湖滨老年公寓。

18年真情相伴 她视老人如亲人

在老年公寓的最西侧有两间小房子，这便是 18年来，戴素

萍一家人居住的地方，其中一间房内搁着一张床，另一间房内放
着衣柜、鞋柜等。“你们吃饭怎么办？”“和老人们一起吃啊！”面
对记者的提问，戴素萍答道。

戴素萍笑着告诉记者，在很多人眼中，她是位胆大的女人，
因为住在老年公寓的老人大多是孤寡老人，每当他们当中有人
过世，许多人都不敢靠近，她会将过世的老人单独放在一个房间
里，甚至一整夜陪着老人，直到第二天将老人送到殡仪馆。“整夜
陪着过世的老人难道不害怕吗？”面对记者的疑问，戴素萍摇摇
手说：“不害怕。民间有种习俗，老人去世后得有人陪夜，这些老
人无儿无女，已经够可怜了，我得陪着他们。”如今，仅高邮墓园
里就安葬着 10多位戴素萍“养老送终”的老人，每到清明等节
日，戴素萍都会前去祭拜、扫墓。
“这么多年来遇到最困难的事是什么？”面对记者的询问，戴

素萍感慨地说，困难的事情有很多，但许多困难都能够被克服，
最无奈、最难过的事情还是看到子女不赡养老人。
戴素萍告诉记者，几年前，公寓内一位老奶奶因子女不愿缴

纳费用被强行带回家，不放心的她隔了 10多天去看望，发现老
人被关在一个简陋的屋子里，身上又脏又臭。她帮老人擦洗干净
后，找到老人的子女想把老人带回老年公寓，不收费用，但老人
的子女就是不同意。无奈之下，她只好隔段时间就去看望一下，
当第四次去看望的时候，老人已经过世了。“每次遇到这样的事
情，都感觉很痛心。我的能力有限，除了心痛之外，很多时候，也
是无能为力。”戴素萍叹着气说。

为养老院两次卖房 她照顾老人无怨无悔

能吃苦、肯吃苦的戴素萍年轻时通过自己的努力攒下了一
笔钱，夫妻两人先后在城区买了两处房。然而 18年来，为了创
办、维持老年公寓的运转，她先后卖掉了这两处房。

1998年，戴素萍说服家人，卖掉了家里的第一套房创办养
老院。2007年，为了安全，戴素萍决定将院内所有房屋进行装
修，更换老化的电线插头、线路等，这需要一大笔资金，没有钱怎
么办？她再一次说服家人，卖掉了准备留给儿子结婚用的新房。
在房子装修过程中，为了节约每一分钱，除了必要的技术活

请人干，铲石灰墙、涂乳胶漆等，戴素萍都是自己动手。“那年我
前后花了 3个多月时间，将院内所有的房屋都粉刷一遍。”戴素

萍笑着说，她很“小气”，可以省下来的钱，一分也不会乱花出去。
戴素萍的“小气”是有原因的。采访中，记者了解到，18年

来，湖滨老年公寓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主要原因是住在这里的
老人多为孤寡老人，几乎没有收入来源，拿不出太多的钱交给老
年公寓。对此，戴素萍并不计较，交多交少随老人给，没有收入来
源的就免费。今年 96岁的杨大爷是老年公寓里年龄最大的，10
多年来，他没有交过任何费用，而老年公寓内像杨大爷这样的老
人还有很多。
老人缴纳的费用根本维持不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为了让这

些老人吃得饱、穿得暖，作为“女儿”的戴素萍确实费了一番功
夫。她在院内种了各式各样的蔬菜，并和爱人在老年公寓周边办
起了小型“养猪场”，每年养猪近 1000头；她还走进一些企业收
购废品……“节约一分，多攒一分，将老年公寓维持下去，吃点苦
不算什么。”戴素萍说。
说起为了老年公寓两次卖房的事，戴素萍坦言，最对不起自

己的儿子，因为没有房子，儿子和儿媳妇结婚后一直住在丈人
家。18年来，戴素萍曾经两次想过放弃继续经营老年公寓，特别
是 2010年，宿迁一家大型养猪场负责人想聘请她去负责管理，
年薪 18万，还外加分红。“一想到儿子，那时候真的很想去，已经
和那里的老板见过几次。”戴素萍说，当真正准备放弃经营老年
公寓时，还是舍不得，舍不得那些老人，也不愿意离开他们。
让戴素萍欣慰的是，自己的儿子、儿媳妇最后也支持了她的

决定，这几年还经常来院内帮忙。
儿子成家，孙子 5岁，戴素萍本可以过着含饴弄孙的日子，

然而她仍在坚持照顾着这些老人。她说，她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只要这里还有一位老人，她都会一直将老年公寓维持下去。

戴素萍 孤寡老人的贴心“小棉袄”
阴 杨晓莉 文/摄

戴素萍（左）正在照顾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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