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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新区送桥镇，有个三代同堂的九
口之家，他们共同建立“爱心助学基金”，17
年内共帮助了二十多名特困家庭的孩子；
他们动员企业老板与特困生签订帮扶协
议，保证特困生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他们
打开自家公司大门，主动吸纳就业困难的
村民，帮助解决就业难的问题。这个九口
之家就是送桥镇教育中心校关工委副主任
赵宏银家庭。前不久，赵宏银家庭荣获“第
三届扬州市文明家庭”称号。近日，记者走
进赵宏银家庭，倾听这个文明家庭的家风
故事。

从“赵老师”到“赵某人”

朴素的着装，花白的头发，眼睛格外明
亮，这是赵宏银给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
初见赵宏银，他正忙着帮助特困生和企业
结对。

教师出身的他，非常注重特困生的
心理辅导，每年都会主动了解和接收特
困生的情况与资料。自执教起，他就一
直坚持资助困难儿童，孤儿俊子（化名）
就是其中的一个。自俊子上小学一年级
起，赵宏银就坚持每月进行资助，直至俊
子考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十九年来从
未间断。

“让我感动的是这些孩子们没有忘记
我。”赵宏银告诉记者，近几年他经历过4
次手术，在他生病期间，俊子以及其他被资
助的贫困生特地请假赶回来看望，这让赵
宏银觉得自己的辛苦没有白费，病床前俊
子动情的说：“赵老师，是您让我找回了自
信，为我们困难儿童撑起了一片蓝天，我们
决不辜负您的爱！”

2002年，赵宏银从教育岗位上退休，
他退休不褪色，被返聘为镇关工委副主
任，如今 77岁的他，担任镇关工委副主
任已有19个年头。人们对赵宏银的称呼
也从尊敬的“赵老师”到亲切的“赵某
人”。

“贫困儿童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坎，
就好比他们遇到了一条河，我们要做摆
渡人，帮助他们渡河到彼岸，引导他们找
回自信，勇敢追逐梦想。”赵宏银说。凭
着这种“摆渡人”精神，赵宏银在工作上
频频获得褒奖，曾分别被评为江苏省、扬
州市、高邮市“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被
市教育局授予“关心下一代突出贡献者”
光荣称号。

从一个人到全家总动员

“‘八条鲫鱼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
记。”谈及此事，赵宏银眼角一红，“八条鲫
鱼”是他资助的贫困生云来（化名），其母亲
亲自送上门的“谢礼”。从小学至初中，云
来的书费、学杂费都被赵宏银包揽，从不间
断。在云来初三时，他的母亲找到了赵宏
银家门，硬是将自己从河里打上来的八条
鲫鱼塞给了赵宏银，云来母亲的一声声感
谢令赵宏银感动不已。

多年来对贫困生的资助，使得“请赵某
人帮个忙”这句口头禅，逐渐在他的生活圈
里传开。在赵宏银的帮助下，一批又一批
的学生考入大学、走上社会，他们当中，有
的继续深造考上研究生，有的深入基层做
人民的好帮手，有的从事了高新科技职
业。看着这些孩子们取得的成绩，赵宏银
说：“这就是对我最好的回报，也是我坚持
下去的动力。”

赵宏银的妻子孙秀，是一个普普通通
的农民，虽然她不懂得大道理，但是她将家
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全力支持老伴的工作，
是丈夫眼里的好妻子，儿女眼中的好妈妈，
孙子眼中的好奶奶。

“尚德、孝敬、友爱、守信”是赵宏银家
庭的传统家风，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女儿
女婿也在公益事业上坚持了十多年。女
儿赵爱萍接过了赵宏银的“衣钵”继续在
教育岗位上奉献，每年春节前都会为贫困
生购买新衣服、发压岁钱等。不仅如此，
赵宏银还影响了其女婿李爱林的企业经
营理念，十年来，他先后吸纳了多名回乡
工作的特困生，并向残疾人群提供就业岗
位。

从一个人到全家总动员，他们帮助了

一批又一批的特困生。

从全家总动员到带动身边一群人

日常生活中，赵宏银不仅发动家人加
入到爱心行动中，还组织“五老志愿者”为
20多名困难儿童寻找到了“社会妈妈”，结
对“春蕾女童”，积极发动社会的力量帮助
困难儿童。

“赵老以前是我的领导，受他的影响，
我们也积极投入爱心事业，帮扶对接特困
学生。”赵宏银的老同事胡杏才告诉记者，
自从了解到赵老的事迹，胡杏才的夫人张
素梅颇为感动，十年来，张素梅已经多了十
几名“子女”。受赵家人影响，目前“社会妈
妈”这个小集体已有了20名成员，数量还
在逐渐增加。

我市高新区郭集片区是全国闻名的
灯具之乡，众多的企业老板中有不少是赵
宏银的的学生。赵宏银凭借人脉资源和
人格魅力，动员企业老板捐款资助特困
生。2004年以来，赵宏银与爱心人士共
筹集 10多万元善款，建立“爱心助学基
金”，惠及98名特困家庭的孩子。13年
里，共动员了42名企业老板与148名特困
生签订帮扶协议，保证困难生顺利读完九
年制义务教育。“基本上都是我的学生，不
瞒你说，帮助特困生全凭我这一张‘老脸
’。”赵宏银笑了笑说。

除了与企业沟通结对帮扶学生外，
赵宏银还注意到了以磊子（化名）为代
表的30多名留守儿童，他们多是父母外
出务工、和年迈长辈一起生活的孩子。
赵宏银拓宽思路，创新方法，建立了四
位一体的“安全帮助”教育体系，即“一
位班主任、一个好学生、一位五老志愿
者、一名留守儿童”的新结构。让学校
教师和五老志愿者加入进来，帮助这些
孩子渡过敏感的青春期。同时，赵宏银
帮助指导建立 6个村、一个居委会校外
辅导站，承担起安全教育的责任。在他
的努力下，这里的特困生不会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失学或辍学，这里的孤儿、单
亲儿童不会因失去父爱、母爱而孤独失
去温暖。

爱心如春风 情暖特困生
□ 苏若彤

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
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本学期我市“双减”政策正式落地，近日记
者走访发现，新政策下我市各校根据学生
的特点进行多方面调整，为孩子们快乐学
习、健康成长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并交
出了个性化的答卷。

城北中学：
保证睡眠 作业基本不回家

采访当日晚上8时左右，在城北中学
校门口，记者看到学生正有序离校，不少
家长正在校门口张望，焦急地等待孩子放
学。“我每天晚上10点半左右就睡觉了。”
刚放学的九年级学生陈彦桐告诉记者，

“双减”落地后作业量明显减少，她每日睡
眠的时间超8小时。

城北中学校长朱建斌告诉记者，为
了及时了解学生的睡眠时间和作业量，

城北中学通过每周进行匿名问卷调查，
每日随机抽查学生作业量等方式掌握
情况，如果出现作业量过多，学生睡眠
时间减少的情况，则会通过调整作业量
减轻学生负担。

不仅如此，记者了解到，学校还对放
学时间进行了调整，配合课后服务，七年
级改为晚七点半放学，八九年级则依次延
迟半小时，在课后延时服务结束后，学生
到家只需1小时左右进行作业完善、课本
预习、课文背诵等，基本做到学生每晚10
点半前就能睡觉，将减负落到实处。

三垛初中：
尊重学生个性 教师因材施教

“分层设计作业能够有效提高课后作
业质量，是‘减负’的关键所在。”三垛初中
校长冯小明说。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三垛初中根据课
标和学情重新设计了作业题，将作业分成

两类设计，第一部分为基础题，第二部分
为进阶提高题，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
水平进行选择，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作业的
有效性。为了提高课堂效率与质量，三垛
初中的老师们每周一都会进行集体备课，
从提高作业质量上寻找突破口，改良了课
件并分层设计作业，尊重学生个性，真正
做到减负不减质。

三垛初中还组建了“双减增效”工作
小组，组织教师学习政策并由老师向家长
传达、宣传政策。为了及时与家长沟通学
生的作业等情况，每班还组建了微信群，
做好教师、家长和学生的三方沟通，方便
教师了解情况，针对学生因材施教。

城北实验小学：
体艺两手抓学生全面发展

“自从学校落实‘双减’政策后，孩子
有更多的时间休息，能做自己想做的事，
体艺方面的活动都能够接触到，孩子真正

在往‘全方面’发展。”城北实验小学的学
生家长王女士告诉记者。

记者了解到，城北实验小学课后服务
分为体育活动、社团活动和自主作业三个
部分。学校组织体育教师进行新课培训，
安排学生进行篮球、踢毽子、跳绳等运动，
让学生乐学、乐练，扎扎实实上好每一节
体育课。同时学校还积极筹办了“童心向
党·党的故事我来讲”“童心向党·唱支红
歌给党听”等艺术类活动，既让学生强健
了体魄，又提高了学生的艺术情操，让学
生全面发展。

据悉，下一阶段，城北实验小学将进
一步深入研究延时服务工作，立足内涵发
展，挖掘内外资源，积极打造学校延时服
务特色，拓宽学生学习空间，助推学生立
体化成长。

“双减”落地，中小学交出个性答卷!
□ 苏若彤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