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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跃 张妍田金洲白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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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国徽的“白大夫” 痴呆患者的希望之星 祖国在心的双冠王 卢沟桥讲历史的接班人
刘刚 ， 男 ， 1970年 11月出

生 ， 延庆区沈家营镇临河村的
村民 。

2006年， 邻居夏吉君患了尿
毒症一周三次要去医院透析， 高
额费用让这个家庭入不敷出。 刘
刚主动义务接送 ， 至今已有十
年。 即便在他住院时， 也惦记着
安排接送的事， 稍好些就上午接
送下午自己才去输液。 刘刚风雨
无阻行驶了1.4万公里 ， 铺就了
夏吉君的生命之路。

白松， 女,1967年3月出生，北
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判长。

针对渐增的医疗纠纷， 白松
系统补习医学知识以求专业办
案 ， 被业界尊称为 “白大夫 ”。
10余年来， 在该院700余件上诉
的医疗纠纷中， 白松一人审理的
就近300件且连续多年结案总数
第一、 平均调解撤诉高达36％,收
到锦旗表扬信多件。 为客观公正
她还组织志愿队进入医院实地
感受。

田金洲， 男， 1956年12月出
生，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
副院长。

自2005年回国至今， 田金洲
研制了7大类126个技术参数， 使
痴呆早期诊断率从 27%提高到
83%。 他发明的中医诊疗方案 ，
被国际大会推荐为5种创新疗法
之一。 他主编了 《中国痴呆诊疗
指南》， 在全国率先实行首诊免
费检查 ， 仅 2015年他就诊治了
4792人次， 受益者逾万。

林跃，男，1991年7月出生，木
樨园体育运动技术学校运动员。

以动作难度系数高著称的林
跃 ，2005年 ， 入选国家队时才14
岁， 他就告诉父母要在奥运会上
夺金报效祖国。两年内，他拿下11
个跳水冠军， 三年后在北京奥运
会上圆了奥运冠军梦。 10年间他
苦拼赛场回家总共不到5回，如今
刚刚在里约奥运男子双人10米台
比赛中摘金的他， 已成为该项目
历史上第一个双冠王。

张妍， 女， 1987年7月出生，
卢沟桥文化旅游区讲解员。

2015年7月7日， 张妍拜义务
讲解抗战史60多年的郑福来老人
为师， 为历史传承注入了青春血
液 ， 成为在卢沟桥讲史的接班
人。 这一年讲解任务繁重， 外加
接待三四十家国内外媒体采访、
拍摄宣传片 ， 每天都要加班加
点， 她几次中暑仍坚持工作。 她
还通过参加益智类闯关节目为灾
区儿童赢得了公益基金。

刘刚
十年铺就生命路

奖章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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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工作29年以来， 昌平区城关
小学语文教师邵红英一直担任班
主任一职。 在她的心里， 没有正
常学生和特殊学生之分， 她就像
一个园丁， 小心翼翼地呵护着每
朵花的成长 。 她曾荣获北京市
“紫禁杯 ” 优秀班主任特等奖 、
北京市中小学 “学生最喜爱的班
主任” 等荣誉。

“一对一” 式教育让
“小豆包” 融入学校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城关小
学的班主任都是从一年级跟到六
年级毕业 ， 然后再轮回教一年
级。 把一个个懵懂无知的 “小豆
包” 教成遵守规矩的毕业生， 班
主任要付出多少心血可想而知，
邵红英从教29年一直承担班主任
工作，创新了“一对一”式教育法，
让“小豆包”尽快融入学校。

邵红英采用赏识教育， 充分
尊重、 信任和理解每一个学生，
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品格。 有的
一年级新生连基本生活技能都不
会， 她就组织学生从穿衣、 系鞋
带 ， 整理书包 、 写字等项目做
起， 等新生适应学校生活后， 再
循序渐进地进行习惯培养。

她带领学生建立起 “人人有
事干， 事事有人管” 的民主管理
班级模式， 班集体所有制度都由
学生全员参与制定， 所有评选都
是民主产生 ， 所有参赛机会均
等 ， 所有获奖都渗透全员的努
力。 干部确定后， 班上举行授胸
牌仪式 ， 胸牌上写有职务和姓
名， 以便大家监督， 不履行工作
职责的小干部很快就会 “下岗”。

为了让队员树立责任意识，
她在班里开展了 “认领中队小家
务”活动，节水节电员、桌椅维修
员、图书管理员、财物保管员……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服务岗位。 随

后， 队员主动申请， 承担了学校
“小小志愿者”任务，成立了红十
字、快乐阅读、文明礼仪等9个社
团， 由做班级小主人到做学校主
人翁，再到当小区好公民，成长为
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评选 “好亲戚” 让差
班进步神速

在邵红英的眼里， 没有好班
差班之分。 她接过一个学习、 纪
律在全年级排倒数的班级， 科任
老师一度上不了课。 观察了一段
时间， 她巧借班里有三对表亲的
特点， 想出评选 “好亲戚” 的活
动， 让学生双向选择组成对子，
每月评比一次。 连续两次当选的
对子可以被推荐为升旗手， 并站
在国旗下当着全校师生的面讲述
进步经历。

这个活动一推出， 全班学生
激动不已， 每个人都去找自己信
得过的同学结对子， 班干部还主
动找那些调皮 、 懒散的孩子当

“亲戚”， 互相帮助、 共同进步。
为了不给 “亲戚” 扯后腿， 有的
互相提醒交作业、 练跳绳， 有的
给 “亲戚 ” 听写生字 、 讲数学
题， 还有的每天谈心， 总结上课
表现……

不用一个学期， 班级纪律稳
定了， 作业不用追了， 学困生的
“亲戚” 比老师还着急……期末
全班数学成绩位居年级之首， 语
文成绩位居年级第二， 英语由倒
数第二跃居正数第二， 学校领导
和同事无不惊叹。

曾经的厌学生当上了
班干部

学生高逸鹤毕业时， 最不舍
的就是班主任邵老师。 “别看邵
老师身材不算高， 但在我们心中
的形象却很高大。”

高逸鹤回忆， 五年级时自己
身体不好， 请了几次假， 学习跟
不上了 。 爸爸天天追着给他补
课 ， 一补就是半宿 ， 不会就瞪

眼， 于是自己开始厌学， 经常请
病假， 形成恶性循环。 细心的邵
红英发现情况不对劲 ， 就问逸
鹤。 “邵老师的举动像妈妈一样
感动了我， 我说出心里的秘密。
老师说 ‘好孩子， 别怕！ 只要把
身体养好， 能保证按时上学， 一
定能追上来。 你爸爸的工作我来
做！’ 我答应了她。” 逸鹤说。

在邵红英的劝导下， 逸鹤爸
爸先向孩子道了歉， 逸鹤也不好
意思地承认了错误， 两人商量制
定了一个学习计划。 在邵红英和
爸爸的帮助下， 逸鹤进步很快，
同学推选他当了班干部。

把自闭症儿童教成正
常生榜样

9月开学， 邵红英满怀热情
地迎来新一届学生， 这次班上来
了一个重度自闭症女孩雅婷， 开
始时让她伤透脑筋。 雅婷与人交
流能力差， 语言有障碍， 同学叫
她不理不睬 ； 上课时不是撕本
子， 就是自言自语， 甚至唱歌或
者哭泣； 在校园排队乱跑， 随心
所欲。 这样的学生该怎么教育？
她暗暗叫苦。

放弃 ？ 这不是邵红英的习
惯。 她没有对雅婷放任自流， 而
是像对待正常学生一样， 每个学
期与家长一起给雅婷制定目标。
利用每天的作业本， 邵红英给雅
婷派任务， 今天洗袜子， 明天刷
碗， 后天墩地， 从小事做起， 让
她有事可做， 有的可写。

只要雅婷有一点进步， 邵红
英就会给她发红花或小奖状， 画
笑脸， 写下 “你真棒” 的批语。
为了促进雅婷的语言发展， 邵红
英每天下午抽出一节时间， 把她
带到办公室， 教她认老师； 又组
成 “爱心护航” 团队， 安排学生
分组分项帮助她。

在邵红英的坚持下， 雅婷慢
慢有了变化 ， 不但生活能够自
理， 像正常学生一样按时上课 、
做操、 写作业， 还能主动为集体
擦黑板 。 因为她好学 、 字迹工
整， 邵红英还把她树立为其他学
生的榜样， 雅婷的作业本成为展
览范本。 如今， 雅婷顺利升入昌
平一所普通中学读初二。

“家教委员会” 成为
带班助手

邵红英说自己取得的所有成
绩， 除了学校支持外， 还要归功
于鼎力支持她的家长们。

她每接手一个新班， 都会成
立班级家教委员会， 请家长出谋
划策，共同管理班级，家教委员由
全体家长根据自身特长轮流担
任。她经常把家长请进课堂，体验
孩子学习的过程， 了解孩子的兴
趣点，寻找与孩子的共同话题。

在多年坚持家访的同时， 她
利用短信平台、 邮箱、 微信等信
息化手段， 及时向家长传递教育
信息， 指导家长正确引导孩子。
家长们的家教水平不一， 她会有
针对性地对家长进行辅导。 一凡
的父母关系一度不和谐， 她当起
家庭调解主任； 小鹤的家长急于
求成， 孩子受到惊吓， 她就周末
不休息， 给家长做心理疏导； 艺
龙父亲比较急躁 ， 有时会打孩
子， 她的电话成了调解热线……

沈大伟家长感慨地说： “没
有邵老师， 就没有大伟的今天，
我们一家都感谢她。” 雅婷的家
长说起邵老师不住地称赞， “是
邵老师让孩子有了新的生命， 让
我们全家看到未来。” 当记者提
起她的突出业绩， 在岗位上信心
十足的邵红英有点羞涩地笑了，
“班主任就是一个良心活儿， 只
要精心浇灌， 学生自有花期。”

邵红英：有教无类 静待花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