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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是做了一件小

事！”当记者来到松江区泗
泾镇钟秀苑，试图采访两位

居民接力照顾邻家孩子乐
乐的好人好事时，其中一人

谢绝道。而另一人则索性避
而不见。

这两位好心人口中的
“小事”可不小。自小区居民

刘兆兰生病住院，留下孙子
一人在家后，15 号楼这两

位好心邻居一个负责送上

学、一个负责接放学，十多
天来，共同接力照顾孩子。

9月 15日，刘兆兰发
现舌头开始僵硬，但考虑到

父母不在身边的孙子需要
照顾，就想拖两天观望一

下。没想到，9月 18日，她
不但舌头僵硬到难以发声，

腿脚也不灵光，连走路都困

难。经医院检查，她被确诊
患上脑梗，必须立即住院治

疗。谁来照顾乐乐呢？这成
了刘兆兰最大的心事。

10岁的乐乐今年读小
学三年级。刘兆兰生病后，

远在他乡的乐乐爸爸安排
了一位好友到家里帮忙照

顾乐乐，但由于那位好友工作较忙，只能照顾

乐乐就寝，无法顾及上学和吃饭问题。无奈之

下，刘兆兰向邻居求助。两位邻居二话没说就
答应照顾孩子，让她放心治病。刘兆兰随后联

系新凯四村居民区党支部书记王丽玲，王丽玲
和两位社区民警、社区工作人员上门了解情

况，并将乐乐爸爸好友的个人信息登记在册。
就这样，刘兆兰直接住院并接受了长达

十多天的治疗。在这些天里，每天早上，楼上
的邻居会带着早餐来接乐乐上学，而到了晚

上，楼下的邻居又会在校门口等乐乐放学，备

好晚餐接他回家吃饭。
“邻居爷爷奶奶们都对我很好，每天的饭

菜都很好吃，晚上送我回家的时候还会给我
带上点心，怕我做作业时饿着。”乐乐说着，脸

上带着明朗的笑。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陈菲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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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展示更“立体”的自己
原来，这些特别的名片是该校为配合“全

员导师制”而设计的。全校百余名教师中，约

六成受聘担任首批导师，每人和 10-15名学
生结对，成为孩子们在校园内外的“大朋友”。

校长虞怡玲介绍，每个孩子可以填写 3个“志
愿”，再由学校整体协调。学校请老师通过文

字展示出一个更“立体”的自己，也拉近和孩

子们的距离。
95后英语老师金子卿从小学唱歌、学昆

曲，还爱漫画。她告诉孩子们：“我喜欢用画笔
记录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化身纸上小人，感受

纸上世界的奇幻美妙。另外，我很喜欢唱歌给
朋友们听，有时候还会自己写一些曲子呢！你

喜欢画画吗?你喜欢唱歌吗？如果你也喜欢，
不如和 R老师比一比谁更厉害，只要决斗

过，我们就是朋友啦！”孩子们这才知道，英语

课播放的 PPT中偶尔“蹦”出的漫画小人，原

来是她的杰作。
语文老师周珏说：“周老师喜欢生机勃勃

的校园，也向往带上我的‘狗儿子’Pizza亲近
自然过田园生活。即使在忙碌的工作间隙，我

也会记得照料窗台上的肉肉军团，看着一株
小小的植物慢慢地有力地生长，呈现出生命

最美最好的姿态，心里可美了！”

学生
选择的理由五花八门
五年级女孩吴悠选择的就是周珏老师，

不仅因为周老师在课堂上总能用一些有趣的

事情来打比方，而且她想去周老师家里和小
狗“Pizza”玩一玩。

三年级男生洪楷玮选择了信息课费老师
当导师：“因为我对计算机非常感兴趣，而且

费老师喜欢运动，和我很像！”

三年级女孩戴奕晨最喜欢“像小朋友一
样可爱的”体育课李老师：“听说李老师当了

16年篮球运动员，可厉害了！”
除了将介绍文字印上名片，学校还为每

位老师订制了海报，拍摄了“形象照”。“一开
始我还担心，小朋友是不是都会选‘小姐姐’

老师、‘小鲜肉’老师，看到选我的人也蛮多
的，我就放心了。”71年出生的自然课教师兼

图书馆管理员王艳文笑道。在孩子们心里，一

个愿意和他们一起分午餐、总是愿意听他们

东拉西扯聊天的老师，当然可亲可爱。

愿望
“3+X”留下珍贵纪念
根据安排，每位导师要完成“3+X”任务。

其中，“3”包括每学期开学前和班主任一起完

成一次学生家访；每学期重要考试前后、学生
生活发生重大变化等关键时间节点，与学生

谈一次心；每学期末，撰写个性化“成长寄
语”，挖掘学生闪光点。“X”则由老师自由发

挥，可以是给孩子写一封“家”信、帮助孩子实

现一个小小愿望，也可以是完成一场师生才
艺秀、DIY一件小手工等个性化任务。

当被问及是否会觉得工作量加大了时，
青年教师卢红答得干脆：“因为我喜欢小孩子

呀，想做他们的知心姐姐！”
女孩火亦乐如愿和她眼中“又耐心又温

柔”的英语老师李芳菲结对。火亦乐收到了李
老师送她的一个粉色小牛储蓄罐，以及一张

快乐记录单。“现在，很多孩子缺少发现快乐
的眼睛，我们希望孩子们能够发现并记录自

己的快乐瞬间，和伙伴们分享，并可以换取快
乐储值券存储起来。”李芳菲希望，等到孩子

们毕业时，一罐快乐储蓄券和一叠快乐日记，
可以成为小学生涯中最珍贵的纪念。

首席记者 陆梓华

当好“全员导师”，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湾实验小学别出心裁———

小学老师设计“个性名片”发给孩子

35年，党员夫妇帮困助学不停歇
黄良余、陈秀清资助学生数十名、捐款 150多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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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和老伴晚年找到的一份‘事业’，只要生命继
续，爱心善举就永不停歇！”

说话的是陈秀清，今年 90 岁，党龄 73 年，黄浦区商
贸旅游学校离休干部。1986 年至今的 35 年间，她和丈
夫黄良余捐款累计 150 多万元。

2003 年至今，陈秀清、黄良余夫妇获得市、区各级
授予的相关荣誉达十多次，其中，2010 年陈秀清获得上
海市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2015 年陈秀清获得黄浦
区离退休干部发挥正能量先进个人；2018 年黄良余获
得上海市第八届慈善之星提名奖……

35年间的“爱心接力”，是两位耄耋老党员对国家社
会始终不变的“赤子之心”。

本学期起，上海在全市中小学重点
年级推出全员导师制，逐步实现“学生
人人有导师，教师人人是导师”。

怎样让孩子愿意和老师交朋友？最
近，上海师范大学附属卢湾实验小学
想出妙招———在参与首批试点的十多
个班级中，孩子们拿到了老师递来的
名片，上面写着老师的手机、微信、办
公室楼层地址，方便孩子们随时去玩
耍谈心。翻到背面，孩子们还惊喜地发
现，老师们展示了学科教学外的“B 面
人生”。

■ 特别设计的老师名片

抗击疫情
捐款助一臂之力

1948年 10月 1日入党的陈秀清和 1949

年 5月 1日入党的黄良余，在白色恐怖时期

的上海战斗在第一线。
2020年，两位耄耋老人在养老院安享晚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破了他们的平静
生活。每天，在新闻中看到白衣战士执甲逆

行，两位老人感同身受———白衣战士，如同年

轻时的他们那样，奋战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我们可以做点什么呢？捐款吧！”两位老
党员想，一定要帮助疫区人民度过艰难时刻。

同年 2月 13日，陈秀清迫不及待拨通了
黄浦区委老干部局、教育局领导和教育离休三

支部在职党支部书记的电话，向组织表明心

迹：全党全国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感人至深；
在这个特殊时刻，自己与病痛斗争着，更能够

体会到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新冠肺炎病
人需要助力，自己和老伴要助抗疫一臂之力。

此时正值抗疫特殊时期，帮助老人实现

捐助愿望困难不小。老人的子女、银行、养老
院和原单位多方积极支持配合，十多天后，两

位老人如愿以偿。

35年助学
看到成材就够了

1996年，距离陈秀清离休已经 10年。这
10年间，她时常捐资助困。

1996年的一天，她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

章，说的是一名家庭困难的学生向同学借辅

导书手抄。这件事深深打动了她，和丈夫商量
后决定资助这名学生。几番周折，他们通过文

章作者找到了这名学生，自此每月拿出 60元
助学，直到这名学生从上海中医药大学毕业。

“像这样好学的困难学生，就该多些帮助
啊。”陈秀清夫妇拜托同事、朋友寻找品学兼

优的困难学生，人数从 1个、2个，一直到 30

多个，每月资助金额从 60元、500元到几千
元。受资助的学生从中学义务教育阶段到大

学毕业，每月都会收到学校转来的资助款项。
这些钱款都是陈秀清老师亲自送到学校的，

这样的爱心接力长年累月从不间断。
陈秀清还将爱心延伸到社区，每学期资

助两名困难学生每人 600元，至今十多年未
曾间断。一名受助女生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

陈秀清很关心，特意委托在北京的亲属对其
多加照顾，就像对待自家的孙女一般。

陈秀清还在母校浙江省浦江中学捐款设
立奖学金，每年资助 10名中学生。

一年又一年，一茬又一茬，孩子们顺利毕
业走上社会。陈秀清一天天上了年纪，真的成

老奶奶了，很多受助孩子的名字也已记不得
了，可她却常常说，资助困难学生、帮助他们

成长成材，这就够了，很开心。
首席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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