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4月5日晚， 从四面八
方赶来的近20名志愿者， 在中华
社会救助基金会大爱清尘的组织
下举行了 “清明祭” 活动。 晚8
点， 志愿者们和尘肺病逝者家属
一起点燃了烛光， 挂起了祭奠的
条幅。 随着主持人朗诵着已逝尘
肺病患者名单和祭文， 电脑屏幕
滚动着逝者的照片和简介， 在夜
风里， 为被尘肺病夺去生命的人
们寄托哀思。

而当天晚上同一时刻， 在贵
州、 河南、 湖北、 陕西、 甘肃、
浙江 、 四川 、 河北 、 广东 、 天
津、 辽宁等地， 各地关注尘肺病
的志愿者们也用蜡烛摆成不同的
造型， 彼此默哀缅怀当地的尘肺
病逝者。

志愿者们的缅怀， 只为共同
铭记： 在历史长河里， 曾有一群
人， 用自身的健康为经济发展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们在默
默无闻地工作， 在你意识不到的
地方创造着你的生活必需品， 也
在你所不知道的角落里承受着痛
苦 ， 在你不知道的地方默默死
去。

�17万工伤赔偿救不回一
个生命

1965年出生的郭海良， 河北
承德人， 因家庭贫困外出打工，
于2006年到房山一处小煤矿从事
一线开采作业 。 因为工作环境
差， 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 郭海
良在工作时吸入过量的煤尘， 经
鉴定为三期尘肺， 并伴有中度肺
功能损害。

为了寻求法律援助， 郭海良
找到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
中心的工作人员 。 直到 2010年
底， 郭海良终于一次性领取了17
万余元的工伤赔偿， 然而， 这笔
钱却根本无法满足他巨额的医疗
支出。 不到4个月的时间， 17万
全部花完， 无奈之下， 郭海良再
次找到了义联的律师， 又希望撤
销不合理的一次性赔偿协议， 解
决治病的救命钱。

然而无论如何， 从法律程序
得到的赔偿款加上在社会中募集
的捐款， 对于郭海良治病来说还
是杯水车薪。 郭海良的病情恶化
速度超出了预期。 几个月后， 他
已经不能下地行走， 上厕所都需
要妻子搀扶， 只能躺在床上， 依
靠制氧机维持着呼吸。 而这台制
氧机是郭海良整个家里唯一亮眼
的家具。 2012年2月， 郭海良在
极度痛苦中不幸去世。

直到今天， 尘肺病———这种
占据了职业病例总数近九成的
“头号职业病”， 在我们国家的这

片土地上依然没有销声匿迹。 前
不久， 全国总工会副主席、 书记
处书记李世明在两会上指出 ：
“尘肺病这种终生不愈的职业病，
目前正以每年约2万例的速度递
增。”

所有尘肺病患者， 有着共同
的特点———肺部的功能一点点逝
去， 直到丧失劳动能力， 最终痛
苦到不能入睡， 以跪着的姿势，
吸吮生命中最后的氧气……

尘肺病问题需要国家通
盘解决

在腾讯微博上 ， 有个名为
“活下去 ” 的QQ名 ， 他的实名
叫赵天云 。 2013年3月7日晚 21
点， 他在弥留之际发布了生命里
的最后一条微博， 依然在为尘肺
维权呼吁呐喊。

通过他的一条条微博， 可以
看到他与尘肺病痛苦斗争的痕
迹： “今夜是个难眠之夜， 前后
胸好胀， 只有坐在床上或站着不
动， 吸着氧， 连下床上厕所都很
难。 老天啊！ 能让我好过点？ 别
让我受尽病痛折磨了！”

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
的工作人员追忆了当时探访他的
点滴往事： “2007 年8月， 赵天
云觉得身体实在不舒服， 去医院
检查才发现得了矽肺， 而且是最
严重的三期， 曾经在10天之内做
过三次手术， 而单位拒绝按照法
定标准支付待遇。 他只有拖着病
体， 辗转于老家和工作地之间，
进行职业病诊断、 工伤认定、 劳
动能力鉴定、 仲裁、 诉讼等维权
程序。 随着案件的进展， 他一直
用QQ向工作人员咨询， 漫长的
法律程序消磨着他的生命和健康
……”

郭海良、 赵天云……这串名
单里还有许许多多我们陌生的名
字。 每当志愿者探访一位尘肺病
人， 他们的身体和家庭的悲惨境
况竟都无法用语言 、 画面来形
容。

正如大爱清尘基金创始人王
克勤所述： “欧洲的尘肺病在19
世纪末已经被消灭， 美国1930年
消灭了尘肺， 日本最后一例尘肺
病是在1970年……至于我国何时
彻底消灭尘肺病 ， 我们不好估
计。 最终， 尘肺病问题需要由国
家通盘解决， 通过立法手段遏制
尘肺病。”

而在今天， 在北京和全国各
地， 随着小煤矿和手工业作坊的
陆续关闭 ， 随着更多人知道了
“尘肺病” 三个字和它的严重危
害性， 相信终有一天， 这种职业
病会只存在于我们的记忆里。

盼“头号职业病”远离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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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 为了孩子将来能上
好学校， 家住丰台区方庄的孙先
生一度动起到西城或海淀买学区
房的念头 ， 还特意看了好多楼
盘。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 孙先
生买学区房的念头却没有付诸行
动， 而是决定让孩子留在家门口
上学 。 是什么让他改变了主意
呢？

在市教委上周四举办的 “教
育均衡发展丰台行” 活动上， 孙
先生说， 是丰台区近年来实施的
教育提升工程 （教育集群建设），
使他们一家建立了信心。

�全区今年新增优质
学位2300个

丰台区地域东西狭长， 横跨
二环到六环， 现有270余所学校，
发展差距明显、 优质资源总量不
足且相对集中。 为此， 丰台区近
年来实行 “内升外引” 立体式教
育提升工程， 整合扩大原有优质
资源， 对外引进名校， 科学规划
教育布局。

截至目前， 丰台引进优质教
育资源已建成21所学校， 四中、
十一学校 、 人大附中 、 清华附
中、 民大附中等名校纷纷进驻。
在东部地区， 十二中启动东高地
东校区建设， 引入四中、 黄城根
小学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入区
办学。

在中部地区， 十二中科丰校
区已正式开课； 引进十一学校在
岳各庄地区办学； 引进北京教育
学院在青塔地区设立北京教育学
院丰台附属实验学校； 清华附中
利用现有的太平桥中学和首科花
园小学校址， 与丰台区合作建立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丰台分校。

在西部地区， 建设了十中槐
树岭校区； 引入首师大建立附属
云岗中学和云岗小学； 引入人大
附中举办丰台学校和国际学校；
引入民大附中建设中央民族大学
附属中学丰台实验学校， 加大优
质教育资源在西部的辐射。

在南部地区， 安排铁十一小
南迁至葆台村旧村改造配套学校
办学； 丰台五小在鸿业兴园开设

分校； 丰台八中入驻科技园开办
分校； 利用原丰台一中、 樊家村
小学资源， 建设首经贸附属中学
和附属小学。

2015年， 丰台区将建设十二
中张仪校区、 北京教科院丰台学
校、 北京教育学院丰台附属学校
东校区、 北京舞蹈学院右安门附
小等， 新增优质教育资源校约17
所， 新增小学一年级、 初一年级
优质学位约2300个， 优质学位接
近六成。

教育集群让全区孩
子全面发展

除了名校建分校外， 丰台区
创造性地开展了教育集群化发展
试验。 与传统的按学段划分学校
不同 ， 丰台各教育集群将幼儿
园、 小学、 中学、 职校等教育单
位全部纳入， 实现资源共享， 推
进素质教育开展， 形成一个个自
治性群体， 最终促进区域教育的
优质均衡发展。

在芳古园小学读书， 却能到
十八中踢足球， 到丰台职业教育
中心校学做糕点， 这是方庄教育
集群的 “福利” 之一———集群内
学生共享软硬件、 课程、 师资等
资源， 学生可以在专业学校、 普
通学校 、 职业学校之间跑校上
课， 学校之间 “界限” 被打破。

很多家长从小就培养孩子的
兴趣特长， 但在升入中学后因为
多种因素， 孩子往往不再大量练
习， 特长逐渐失去， 孩子和家长
都觉得可惜。 方庄教育集群内各
校为此积极开发贯通小学和初中
的生态课程体系， 桥牌、 足球、
击剑等多个项目实行小学到高中
的一贯制培养， 打通集群内升学
通道， 学生升中学后也能保持兴
趣特长练习。

谢朝阳是集群内银潮足球俱
乐部总教练。 几年前， 来俱乐部
训练的学生只有30余人， 连完整
的梯队都凑不齐。 集群成立后，
区域内每所幼儿园都开了足球
课， 佼佼者可以升入芳星园一小
和二小， 踢得不错的小升初时以
足球特长生身份进入十八中。

很多爱踢球的孩子因此从小
跟着俱乐部训练 ， 留在方庄升
学， 像初二学生金泽龙从小喜欢
踢足球， 通过这项特长， 他顺利
升入十八中 ， 得以继续足球道
路。 在十八中读高中的杨浩伟和
周新成， 是谢朝阳从四年级开始
带的足球特长生。 俱乐部也得以
去附近幼儿园、 小学选苗子。 现
在， 俱乐部有500个孩子常年训
练， 每个年龄段都有学生队。

受益的不仅是小升初阶段 。
足球好苗子初中毕业后， 走职业
道路的可以进入职业俱乐部梯
队， 比如大连万达队； 想继续读
书的 ， 就留在学校完成高中学
业 。 从幼儿园到高中长达15年
里， 不必中断正常学习。 高中毕
业时， 学生依然可以选择通过足
球特长进入大学或者踢职业足
球。

�家门口办学成果让
家长改主意

教师王颖是丰台区一位普通
家长。 孩子小学毕业时， 凭借舞
蹈特长， 可以进入东西城名校，
但她权衡再三， 选择留在本区，
如今女儿慧慧已经是十八中初二
学生。 “我考虑过择校， 但是再
好的学校也会有不好的学生， 适
合孩子发展的学校才是我最看重
的。” 她说， 十八中的活动很多，
不仅有校内的， 还能参加集群展
演， 女儿得到很多展示机会， 能
继续发展合唱和舞蹈兴趣， 还拿
到几个艺术节的一等奖。 “这些
活动培养了女儿阳光、 大方、 开
朗的性格， 走出去非常有自信，
让我们很自豪。”

看到方庄教育集群红火的办
学成果后， 孙先生改变了择校打
算， 决定让孩子逸添一直在家门
口上学。

目前， 丰台区已建成方庄 、
东高地、 丰台镇等教育集群， 今
年将建成万丰、 大红门、 南苑、
丽泽金融区等4个集群， 到2017
年还要建成科技园区、 首经贸、
园博园、 青龙湖等4个集群， 届
时全区教育集群将达到16个。

志愿者点蜡烛为尘肺病逝者祈福

□本报记者 屈斌 通讯员 陈淑静 王晓晓 文/摄

家长逐渐打消跨区择校念头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丰台“内升外引”规划教育布局见成效
学学生生在在 ““集集群群”” 内内参参加加击击剑剑兴兴趣趣小小组组活活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