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您在工作生活中有憋屈
时 ，他 们 耐 心 倾 听 ；当 您 遇 到
困难时， 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当
您职场遭遇不公时 ，他们挺身
而出替您维权……他们就是扎根
基层、服务职工的工会工作者。

或许他们做得还不够， 职工
还有不满意之处， 但他们为职工
服务的初心不曾改变， 他们在路
上， 他们为职工服务的工作永远
在路上。 正是有这么一群 “娘家
人”的存在，才奠定了首都工会工
作的基石。

劳动午报自2014年来， 开设
了“首都工会人”栏目，报道了大
批基层工会工作者。即日起，劳动
午报官方微信推出“点赞工会人，
帮TA赢大礼”活动 ，拟每周推选
15名工会人， 通过微信进行为期
一周的投票点赞， 并根据得票数
给予相应奖励， 诚挚地邀请您参
与点赞投票。

“点赞工会人， 帮TA赢大礼” 第三期活动开启！

第三期15名首都工会人名单

每期得票最多的前5名将获
得价值300元的精美礼品， 并有
机会参加月度点赞活动 。 6-10
名将获得价值100元的礼品。

月度得票最多的前5名将获

得价值500元的精美礼品。
参与点赞人员将点赞界面截

屏+手机号码发送至午报微信
公众平台， 将有机会赢取5元流
量包。

参与方式：

扫描二维码关注劳动午报微
信公众号后， 您可两种方式参与
投票：

①点击午报微信平台页面右
下角 “互动活动—点赞工会人”
投票。

②在午报微信平台回复 “工
会人” 进入页面投票。

每人每天限投票1次， 可多
选。

奖品设置

赵文军 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工会干事
姜立荣 潞河医院内一分会工会主席
杨淑贤 南苑医院工会主席
万里雄 朝阳区酒仙桥街道工会工作者
王建国 首经贸附小工会主席
韩玉东 丰台卢沟桥地区总工会副主席
周 然 丰台区太平桥街道工会服务站大学生助理员
白 萍 北汽集团工会办公室主任
夏 兰 朝阳区安贞街道工会服务站副站长
刘 芳 顺义区北石槽镇总工会工会服务站
褚明暄 大兴区观音寺街道总工会专职社会工作者
曹玉清 房山区拱辰街道总工会主席
许栋菁 城铁公司广州地铁项目部党群干事
宋延培 延庆区工资协商指导员
寇亚娇 大兴区高米店街道工会副站长

■首都工会人

□通讯员 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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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通州区于家务中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孟繁信
39年扎根农村教育的“文化”校长

于家务回族乡的百姓， 提起
于家务中学这7年取得的成果 ，
没有一个人不点头称道。 家长们
认可的， 不仅仅是孩子们中考成
绩的连年攀升， 由一个 “中考严
重失利， 师生大量流失” 的薄弱
校， 成为连续三年受到通州区教
委表彰的 “毕业班工作优秀校”，
更是因为这里的教师爱生乐教，
学生仁孝善学。 传统文化在这里
继承发扬， 圣贤思想在这里得到
实践。 这一切， 都源于通州区骨
干校长孟繁信， 他39年扎根在农
村教育的沃土， 修身正己用心为
师， 引传统文化源泉润泽师生心
灵， 追寻家规家训家风， 使中华
文化精髓在学校及所在地区得到
了传承与发展。 2014年9月 ， 孟
繁信被通州区政府授予 “通州区
优秀校长” 荣誉称号。

修身正己 39年奉献
在农村教育的沃土

1976年1月 ， 孟繁信高中毕
业后被当时的通县小务中学留校
任教， 负责高中、 初中物理教学
工作， 没有经过教育学心理学培
训， 更缺乏系统专业知识的他，
与学生相约共同成长 ， 晚上自
学， 白天讲授， 在实践中探索，
且教且学， 且行且思， 走出了一
条属于自己的物理教学之路。

1995年， 孟繁信调入柴厂屯
中学， 开始从事行政工作， 他深
入课堂听课， 走进家庭了解师生
情况， 双休日心系学校安宁， 寒
暑假筹划校园建设、 教师培训，
成功地担当起学校教育方略的规
划者、 教学教研的引领者、 文化
文明的实践者， 力为教育教学所
用， 情为师生员工所系。

1996年10月的一个早晨， 孟
繁信骑着摩托车去柴厂屯中学上
班， 迎面开过来一辆机动车， 速
度很快， 为了躲避， 他尽力右拐
车头， 整个人都飞进沟里。 他忍
着钻心的疼痛， 爬出河沟， 迷迷

糊糊试试摩托车还能打着火， 骑
上摩托车又向学校驶去。 他骑了
一会儿， 忽然发现是奔小甸屯方
向去了 ， 再调转车头奔回学校
时， 已经迟到了。 当教师们看着
下嘴唇流着鲜血， 头已摔破的孟
主任， 都围过来嗔怪地说： “都
这样了， 为什么不去医院？ 快去
吧！” 他却拿起听课笔记， 走向
了教室。

孟繁信这次受伤着实不轻，
两根肋骨骨折， 头盔变形扎破了
太阳穴， 下颌划伤。 第二天， 他
的肋部疼痛难忍， 足足用了十几
分钟才挪到床沿， 由家人搀扶着
骑上了摩托车， 坚持上班。

在他受伤的前一天， 学校刚
开会制定了员工出勤制度， 身为
柴厂屯中学的主任， 他必须严于
律己， 以身作则。 月底， 孟繁信
坚持按照制度扣考勤费2元。 也
许有人认为， 他这样做很傻， 但
孟繁信认为 ， 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 他39年如一日， 践行着 “勤
勉奉献” 的座右铭， 将自己的一
言一行化作了一种无声的影响 、
无言的力量， 感染、 带动着每一
名师生。 一位教师说： “孟校长
用勤勉的作风和赤诚的精神， 带
动了我们的工作热情。”

以文化人 办当地百
姓满意的学校

教学质量高低是衡量学校办
学水平的重要指标。 在教学和教
育管理工作中， 孟繁信始终守住
孔子 “有教无类” “因材施教”
的教育思想， 推行目标管理， 紧
扣 “两点一练”， 针对学情， 制
订教育教学计划， 相机渗透美德
教育 ， 启迪学生智慧 。 岁月不
居， 天道酬勤。 于家务中学连续
3年成为通州区 “毕业班工作优
秀校”， 喜获 “北京市第二批学
校文化示范校” 和 “北京市民族

团结教育示范校” 殊荣。
在柴厂屯中学工作的时候，

孟繁信就在考虑教育到底应该做
些什么？ 他特意做了一个社区调
研， 结果发现现在的大多数中国
人不缺钱， 而是缺少民族精神。
缺少民族精神就是没有信仰， 没
有信仰道德就会滑坡， 教育必须
承载起振兴民族精神的责任。

长期工作在农村中学， 孟繁
信见惯了学生的缺失信仰， 缺少
规矩， 那么， 如何提升学生的道
德素养？ 怎样 “办当地百姓满意
的教育”？ 这是他始终深思的问
题。 细细想来， 他觉得孩子们道
德失范现象背后其实是传统文化
缺失。

在他的倡议下， 于家务中学
创编了 《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做
人教育》 等十本校本教材， 开设
每周一节的 “崇德悟道做人” 校
本 课 程 ， 举 办 了 每 年 一 届 的
“传美德、 诵经典、 润心灵” 校
园艺术节， 语文课上读、 诵、 讲
《论语》， 音乐课上学民族乐器，
学唱 《孝亲敬老歌》， 国旗下讲
话后添加 “我对圣人说” 传统文
化学习……于家务中学的学生在
日日浸染中， 成为文质彬彬的谦
谦君子。 这是文化浸润， 内化于
心。

儒家最基本的文化核心是孝
道， 首先要爱与自己血缘相通的
人， 爱父母、 爱家人， 然后才是
爱集体 。 为父母讲一个孝道故
事、 为父母端一杯茶、 为父母做
一次家务、 为父母洗一次脚……
孝心不分大小， 行孝贵在坚持，
孟校长常常这样教导学生。

垡村一个家长曾写信给孟繁
信表示感谢， 她说， 自己的孩子
过去连扫帚倒了都不扶一下， 现
在竟然抢着洗碗； 以前孩子总嫌
弃爷爷奶奶啰嗦， 现在不但笑着
听从他们的教导， 还给爷爷讲孝
亲故事， 为奶奶洗头、 梳头。 在
学校倡导 “四个一 ” 行孝活动
后， 她第一次为爸爸洗脚， 从不

落泪的孩子父亲一直眼含泪花。

以文弘道 追寻家规
家训家风

“走啊 ， 上学去 ！” “哎 ，
等一等我！” 从2009年开始 ， 每
学年总有那么两天， 很多中年人
笑逐颜开地走进于家务中学， 走
进传统文化大讲堂。 最小的国是
家， 最大的家是国。 中国道德的
缺失主要在家庭， 因此一定要从
家这个最小的社会细胞来修正调
整。 道德教育必须走向社会， 走
进家庭。 孟繁信说： “教育的极
致是无声的影响， 是生命对生命
的呼唤与点燃。 而家庭是教育的
起点， 父母是孩子首任教师， 大
人无意间的行为， 给孩子带来的
可能是关乎一生的影响。”

2010年10月， 孟繁信创立了
由23个自然村村支书和部分区乡
人大代表、 家长代表组成的校外
教育理事会 ， 家校联手 ， 倡导
“亲子共学， 文明同行”。 于家务
中学不仅在校内开展 “崇德悟道
做人” 教育， 还成立了由团员组
成的 “天使助老服务队”， 定期
到于家务福泰敬老院和各村孤寡
老人家中服务。

2013年底， 于家务中学与仇
庄村合作， 拉开了 “追寻家规家
训， 呼唤良好家风” 主题教育活
动的序幕 ， 在开设了 “家训家
风” 微型讲堂后， 现已整理并初
步确定教师家规家训51份、 学生
家规60份。 孟繁信将传统文化的
种子播撒进了于家务百姓的心
中， 文化与文明正在于家务地区
生根开花。

潜移默化间， 师生们的言行
也悄然发生着变化。 将万元捐款
送给病重的付慧琳同学， 爱心献
给地震灾区的伙伴， 颗颗孝心呈
给敬老院的孤寡人……

39年来， 孟繁信在钟爱的教
育事业中， 耕耘着， 付出着， 收
获着……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