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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伴花开”———高邮市优秀教师先进事迹选登

编者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今年我市高考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这份骄人的成绩单凝聚着高邮教育人的辛勤耕耘和默默奉献，他们用学识教学生读书，用严谨
引学生做人，用爱心与责任谱写高考的辉煌，本报开辟“相伴花开———高邮市优秀教师先进事迹”专栏，选登部分高三教师先进事迹，以飨读者。

直挂云帆 海阔龙跃
———记高邮中学高三教师李云龙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
都知道，里面有一个叱咤风
云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
云龙。今天，给大家介绍的
优秀教师和电视剧中的李
云龙同名同姓，他就是高邮
中学的数学教师李云龙，他
所教的数学，所带的班级，
如同风行水上，创造了一个
个奇迹。

李云龙来自东北。2007
年刚招聘到高邮中学的时
候，为了站稳讲台，他虚心请
教，不断进取。他拜邮中的知
名数学老师为师，坚持做到
先听课后上课，同时还走进
同行老师的课堂，采百家之长，酿百花之蜜。
刚进邮中教学的第一年，学校安排他教两个
班的数学课，外加一个班的班主任，负担如此
之重，压力如此之大，但这些都没有影响他的
潜心听课，用心钻研。一学期下来，听课节数
竟然达到 300多节，用同行的话说，这简直创
造了邮中之最！李云龙不仅向校内专家、同行
学习，他还多次主动申请去其他学校观摩学
习。在高三的几年，为了把握数学教学前沿动
态和高考命题方向，他更是如饥似渴，积极参
加各类高考动向研讨会。“每节课都力求让学
生有收获，每节课都力求上成精品”，这是李
云龙老师一贯的追求。他每天都要回顾一下
课堂上的得和失，及时在备课笔记上做好反
思；他每天都要把明天课上讲的内容在头脑
里过一遍，然后写好教案；他每天都要问问他
的学生，哪些懂了，哪些还不懂，然后对症下
药……正是凭着这份定力和静气，通过几年
的摸爬滚打，李云龙老师迅速适应了邮中的
教学氛围和节奏，最终从讲台上站了起来。

熟悉李云龙的老师、同学都说，他身上
总有使不完的干劲，总有烧不完的激情，他
也因此有了拼命三郎、“工作狂”的雅号。他
每天都要把当天布置的作业及时批阅完才
离开学校。就算没有晚自习，他也是 9:45以
后才离开学校办公室，晚饭都是用饭盒在微
波炉里热一下对付着解决。有老师舍不得
他，他总是淡淡的一笑，不要紧的。他把几乎
所有的休息时间都用在了备课、做题目以及

和学生交流上面。他的妻子是
最了解他的人，妻子说，李云龙
在家的时间不多，孩子问得少，
家务事做得少，有时孩子身体
不好，也经常是一个人到医院
给孩子看病。要说回东北，更是
难得，有时甚至是几年。提到这
些，他妻子埋怨中更多的是理
解和支持，嗔怪中更多的是包
容和体谅。

李云龙认为，管好学生的
前提是平等地对待不同类型的
学生。只有平等地对待学生，赏
识学生，才能真正建立起良好
的师生关系，真正打开教育的
通道。不管学生的基础如何，李

云龙总是一视同仁地对待他们，赏识他们，从
来不放弃，从来不抛弃，使他们都能得到应有
的发展和提升。2012届毕业的学生赵薇回忆
说，非常喜欢李老师的课，自己高一时数学期
末考试只有 60几分，但李老师从没有放弃过
她，经常不厌其烦的帮助她讲解数学，让她
重新对数学产生了兴趣和热情。在李云龙的
帮助下，她当年的数学高考成绩高达 115
分，最终考取了重点大学；2013届毕业的学
生王舒回忆说，她在一模时数学考了 57分，
二模时考了 76分，但李老师耐心细致的帮
助她分析问题所在，多次与她交流谈心，给
予她信心和信任，让她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地
走上高考考场，最终高考数学考取了 108
分，以总分 326的成绩考取了南京财经大学。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李老师的这种平等、赏
识，是责任的体现，是爱心的诠释，春风化雨，
培养了许多学生面对困难怀揣自信、永不言
弃的精神。

李云龙凭借自己勤奋拼搏的精神和永不
懈怠的激情，凭借教师的初心，练就了一身卓
越的教学本领，也创造了令人赞叹的教学辉
煌：2010届他所教的艺术毕业班，有多人考
取艺术名校；2012届、2013届他所教的文科
普通班本科进线人数都是平行班之最；2014
届、2015届所带的班级同样可圈可点；2016
届，所教 1班本一超 1人，370以上 2人；所
教 3班本二超 3人，本二完成学校最高指标；
370以上 3人，再次续写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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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恒璋作为一名中学生物学教师和班主
任，虽不曾有过惊人的壮举，也不曾有过耀眼的
光环，但凭着三寸粉笔、一腔赤诚的信心和执着，
一步一个脚印地履行着自己作为一个人民教师
的神圣职责。

忠于职守、教书育人
自 2000年 8月从师范院校毕业，走上了梦

寐已久的讲台。从踏上讲台的那一刻起，徐恒
璋就暗暗地告诉自己，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
是一份责任。二中刚建校，由于生物学科教师
紧缺，教学任务很重，徐恒璋既担任班主任，又
担任七个班的生物教学任务，他都以高质量的
完成任务。无论在哪个岗位、他都将全部的热
情投入到工作中去，认真履行教书育人的神圣
职责；不管是刮风还是下雨，不论白天还是晚
上，都坚持来到学校辅导学生。很多时候即使没
他晚辅导课，但在教师办公室还看到他和学生
谈心的身影，与学生交流思想，关心和爱护学
生；以心换心，以自己的勤奋换来的是学生的尊
重和爱戴，换来的是领导的信任和器重，换来的
是学生家长的寄托和感谢。去年冬天下了一场
大雪的晚上，一个 2010届的学生发了一个短信
给他：“老师您在哪？如果您还在学校的话，请
您回家时注意小心路滑。”

以身作则、为人师表
徐恒璋作为班主任,他经常告诫自己“学高

为师，身正为范”。他每天在早读前都准时站在
班级门口，迎接每位学生到来；每天的中午数学
午自习他总是提前坐到班上认真备课和改作
业；在课间或晚自习前，更多的是看到他在班上
和学生在交流或者为学生辅导；对住在学校对
面出租房内的学生，他经常在晚自习下去检查
和家访，有时到夜里十二点多才回家，而第二天
早读前，他又准时出现在班级门口。

他经常和学生一起扫地、拖地，看见地上的
垃圾主动捡起来，和学生坐在一起参与主题班
会的讨论等等，一言一行潜移默化修养学生的
品行。治学先治人，凡事德为先。每学期一开
学，他首先要抽时间与部分学生谈心，做好谈心
记录，建好问题学生档案，特别是对“后进生”进
行深入细致地了解，寻找他们身上蕴藏的闪光
点，以找到教育的着力点。曾经有一位姓
江的学生父母都是安徽人，到本地打工，
由于两人脾气不好，经常打架，甚至有时
无故打孩子，使这名学生经常辍学、上
网，刚到他班没几天就旷课，打电话问其
家长原因，其父说与他妈刚吵过架，孩子
就出去了，家长都不愿去找孩子，他花了
两天时间几乎把全城都找了一遍，最后
在一偏僻的地方找到该学生，并把他安
排住在校内，该学生深受感动，从此成绩
明显提高，现在班上一直在名列前茅。

对待“后进生”，他能用爱心、耐心、

信心感化他们，激励他们发
挥自己的优势，允许其在改
正错误过程中有所反复，并
通过班集体的力量，大家互
相关心，互相照顾，使其感到
集体的温暖，消除厌学心理。
有个姓仇的学生父母都在南
京打工，把他寄住在亲戚家
中，经常一连几天上网。有一
次在正下着大雪的凌晨5点，
他知道此时的该生肯定在哪
个网吧熟睡，当他把该生从
网吧带回时，该学生非常感
动，从此再也没上过网。

追求卓越、硕果累累
徐恒璋十分注重自身学

识水平与教学水平的提高。
在专业知识上，积极参加教
育教学理论和新课程教学改
革等方面的省级培训，并取
得优良的成绩；他坚持学习
和工作不放松，并坚持理论
联系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提
高自身教学能力及科学素
养。近两年，他连续获得扬州
市教育局骨干教师考核“优
秀等第”及扬州市骨干教师
千百万工程二等奖；高邮市
青年教师优秀课比赛一等
奖，多篇论文在省级期刊发
表。由于成绩突出，他被评为

“扬州市中青年教学骨干”、“高邮市先进教育工
作者”高邮市“高考功臣”及“师德先进个人”
等。多次获得学校“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所
带班级获得“优秀班集体”的称号。

有耕耘就必有收获，他从教 16年来，在思
想教育、教学科研和班级管理等方面取得了突
出成绩。作为班主任，他所带的班级纪律良好，
学生心智健全，成绩提升迅速。他所带班级在
2016年高考中全班选修匹配率达百分之百，所
带的班级达 2本线 37人，超标率为 336.4%。

200多份老报纸重现峥嵘岁月
———“纪念建党95周年·中共早期党报展览”侧记

□ 夏慧

今年是建党 95周年。24日上午，由扬州市新四军研究会、扬
州市收藏协会、扬州市委党史办、扬州市市级机关工委、扬州市
档案局和高邮市委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建党 95周年·中共
早期党报展览”在扬州市档案馆举行。本次展出的 200多份中共
早期党报，是我市集报爱好者朱军华经过 20多年的努力，从全
国各地征集而来，吸引了许多市民及外地集报爱好者前来参观。

当天上午 8时 30分许，参观者陆续进入展厅，记者注意到，
此次展览共分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党报”“抗日根据地党报”

“创刊号终刊号等特殊期号党报”“苏中苏北苏南地区党报”和其
它地区的党报等五个部分，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感染力强。许多
前来参观的人在一份份珍贵的老报纸前驻足流连，并不时与身
边的友人交流探讨。

“《向导》周报，1922年 9月 13日在上海创刊，是中共中央
第一份政治机关报，蔡和森、瞿秋白、彭述之等先后担任主编，主
要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文章，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
指导群众斗争为主要任务。当时，《向导》周报在中国内地许多大
中城市及香港、巴黎、东京等地设有 30多个分销处，期发行量由
开始的 3000份发展至 4万份，最高达 10万份。”朱军华指着展
览中的第一份报纸兴奋地向大家介绍，直至 1927年 7月停刊，

《向导》周报共出 201期。展出的这一份是 1923年 9月 23日出
版的第 41期《向导》周报。

“能够用自己珍藏的党报向建党 95周年献礼，是我集报 26
年来特别高兴的一件事。2011年 6月，我曾经与报友戎同在高
邮大剧院举办‘纪念建党 90周年·红色报纸展览’。”朱军华忙中
抽闲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道。今年是建党 95周年，早在年初的
时候，他就计划要利用自己珍藏的党报，在“七一”前夕举办以中
共早期党报为主题的展览，并且主动与扬州市、高邮市相关部门
联系，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为了此次展览，朱军华在自己收藏的众多中共早期党报中
精挑细选非常珍稀又具有纪念意义与研究价值的 200余份报纸
作为展品，其中有中共中央创办的第一份政治机关报———《向
导》周报、中共中央的第一份日报———《热血日报》、由陕甘边区
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人之一习仲勋创办的《关中报》、新四军四
师师长彭雪枫创办的《拂晓报》、江上青烈士创办的《皖东北日
报》等。

“此次展览还有许多亮点，其中展出的《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解放日报》《南方日报》等重要党报的创刊号都非常珍稀。”
朱军华特地向记者介绍，在他收藏的众多中共早期党报中，《新

华日报》就有许多地方版本，本次展出了《新华日报》的汉口版、
重庆版、华北版、战时太南版、太岳版、太行版、华中版、南京版、
西南版等九个版本。

除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大报，在 200多份中共早期党报中，记
者还看到了一份 1957年 1月 1日出版的第 37期《高邮报》。“这
是我几年前从高邮南门一位老人那里寻到的，保存得十分完
整。”朱军华介绍说，这张报纸出版的那一天正好是元旦，报纸登
载的主要是辞旧迎新、恭贺新年的文章。

在此次“中共早期党报展览”中，朱军华不仅给大家带来了
200多份珍稀的老报纸，还带来了由他主编、团结出版社出版发
行的《中共早期党报图录》。该书收录了从 1921年 7月 1日建党
初期到 1959年 12月 31日建国初期共 300多份各级党报，分为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初期
等四大篇章，对各级党报进行展示与文字介绍，让读者既欣赏到
中共早期党报的原貌与特色，又在阅读文字说明中了解到中共
早期党报的办报经历以及时代背景。

中国报业协会秘书长胡怀福为该书作了序，并予以高度评
价。他认为，《中共早期党报图录》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共产党早
期党报研究领域的一项空白。

岁月无声，历史有痕。一份份珍稀老报纸浓缩了中国共产党
的光辉历程与丰功伟绩。朱军华说，不论是举办报纸展，还是出
版书籍，他都希望人们能够进一步了解历史，铭记历史，珍惜现
在来之不易的生活。“现在我正在积极筹建‘苏中抗战老报馆’，
让那些记录重大历史事件的珍贵老报纸能够得到更好的保存，
以便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

责任编辑 张维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