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乡村小学教师流动到宜
兴城区小学教书， 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因为有相关制度制约。 日前，宜兴
城区的城南实验小学、 城北小学、阳
羡小学等同时发布启事，面向乡村学
校在编教师公开招聘。 记者昨天从宜
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了解到， 根据
《关于进一步规范乡村教师向城区学
校流动的管理办法（暂行）》这一制度
安排，在“公平、公开、竞争、择优”的
原则下招聘乡村学校在编教师到城
区学校任教。 至此，乡村教师回宜兴
城区教书开了个小口子。

宜兴农村学校分布在平原圩区、
山区和太湖沿岸渎区村庄，乡村教师
在教学岗位矢志不渝的典型故事不
在少数。 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是当

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致力于解决的
问题。 其中，义务教育新教师全部配
备到农村学校，明确新教师在农村学
校服务满 3 年可在农村学校之间流
动， 服务满 5 年可向城区学校流动。
同时， 每年选派 80 名左右城区学校
和中心镇学校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

宜兴此次安排城区小学面向乡
村学校在编教师公开招聘， 为规范
乡村教师向城区学校流动提供了制
度保障。 记者了解，早在 2006 年时，
宜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就制定了大
幅度提高农村教师岗位课时津贴的
补贴标准， 并实行农村骨干教师年
度考核奖励制度。 一位在宜兴潘汉
年实验小学支教的年轻教师介绍，
潘汉年实验小学是一所农村小学，

师资队伍相对薄弱。 老龄化现象比
较突出，随着老教师的不断退休，新
鲜血液的不断充实， 学校为保证教
师青黄过渡平稳平滑， 先后制订了
校级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分类培养
计划， 通过校级名师工程和青蓝师
徒结对工程等有效措施的推进，促
进了学校青年教师又快又好地成长
发展。 近年来，学校先后有多名年轻
教师在无锡、宜兴赛教中获奖，相继
有多名年轻教师荣获无锡、 宜兴骨
干教师称号。 此次由城区学校面向
乡村学校在编教师公开招聘， 也可
以看成是宜兴实行的城镇教师轮岗
支教长效机制的一种制度完善，有
利于促进优秀教师实现“三尺讲台
写春秋”的理想追求。 （何小兵）

三尺讲台写春秋———
乡村教师回宜城教书“开了小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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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是 13 岁的年纪，戏里
玉莲的角色也是 13 岁，按说自己的
年龄和戏里角色相仿， 我却始终演
不出少女感，反倒是顾老师 50 多岁
把玉莲的俏皮演绎得淋漓尽致”，24
岁的黄静想起顾国英当年风采，心
生敬佩。 她于去年初顾国英和荣树
贤的金婚宴上拜师成功。 考虑到自
己在剧团中的职务， 顾国英一直不
愿收徒， 生怕会在角色分配的时候

有所倾向， 让青年演员遭受不公平
的待遇， 直到退休十几年后才被黄
静的坚持打动， 收为执教二十余载
以来的第一个正经徒弟。

黄静介绍， 在学校里时就对顾老
师敬佩有加， 当时顾国英是恪尽职守
的唱念老师，1 个人带 20 多个学生，
不仅要教《柜中缘》，还要教《珍珠塔》，
1 个人扮多个角色， 带领学生分组排
练，那时候的顾国英年纪虽已不轻，但

授起课来丝毫没有倦怠。在黄静看来，
在学校里顾国英是受人尊敬、 业务出
挑的老师，生活中则更像亲切的奶奶，
与顾国英学艺期间， 她感受到了亲人
般的温暖。黄静父母在常州工作，她独
自在无锡生活，去年夏天，顾国英把家
中一套多余的房子免费让给黄静居
住，“亲切的奶奶”也早已把这个“质朴
而坚持”的女孩当作了自己的亲人。

（晚报记者 陈钰洁）

本报讯 孩子恢复到完全正常
还需要 10 多万元手术费，今年 45
岁的邹海总想着能为儿子筹齐费
用，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也会得癌
症。 为了给邹海治病，家中已欠下
约 20 万元外债， 疾病支出令这个
家庭举步维艰。 近日，“福彩 爱基
金”派出爱心大使为邹海送上 1 万
元治病款。

走进邹海的家中， 发现他的精
神状态尚可。前段时间，他的胸腺癌
转移至脑部， 一度半边身体都无法
动弹。但他的求生欲非常强，让家人
扛着他上医院， 坚持做放疗。 这几
天，他的精神状态好了许多。去年上
半年，他一度嗓子沙哑，再加上脖子
和肩膀酸疼， 只当是咽喉炎或肩周
炎。 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没查出大
问题，原本打算出院，下午医生见到
他的第一句话却是“你家属呢？”。在
了解自己所患极有可能是胸腺癌
后，他到医院外面狠狠抽了一包烟，
怎么也想不通这事会发生在自己身
上。切片被送到南京和上海的医院，
两地的专家也都认为是胸腺癌，且
因靠近动脉，没法手术。 那两个月，
他整整瘦了 30 公斤。

2015 年，儿子脑瘤，但医生表
示，这病能治好。 邹海陪着儿子在
北京看了整整两年病，租房、治疗
都需要钱，总共花去近 50 万元。家
里没有积蓄，他把自己名下的出租
车卖出去凑齐了钱。 但过几年，孩
子还要动一次手术， 估计要花上
10 多万元。

回到无锡后，没了出租车的邹
海帮别人打工，踏踏实实挣钱给孩
子治病。 他到一家公司当起了司
机，常年要到南京、上海、杭州等地
的机场接外商，有时一天要开 500
多公里。 邹经济上的压力，再加上
劳累，很可能是诱发疾病的原因。

邹海的父亲年过七旬，又两次
中风，硬撑着照顾儿子，腿都肿起
好高。 家里的亲戚朋友、单位同事
都尽其所能给他凑钱。最近他服用
了两个月的靶向药， 感觉有效果。
但这种药物不在医保目录中，一个
月要 5000 多元，再加上其他药物，
每月药费要 1 万多元，而家里已欠
下 20 万元外债。

“原以为他撑不住了， 但病情
又有好转”，邹海的姑姑表示，全家
人都期待能有奇迹出现。儿子也许
是邹海活下去的动力之一，他努力
地和病魔作斗争，让家人不要放弃
他。 （黄孝萍）

锡剧舞台上的她耀眼夺目， 学生眼中的她温暖慈祥， 丈夫眼中的
她善良恭谦，醉心锡剧数十载，顾国英将生命奉献给舞台，把艺术享受
留给观众，离开大众视线后，又在幕后默默耕耘，把一生所学倾囊相
授。从光彩熠熠的新星到余晖照人的老师傅，顾国英如何走过？一起来
领略锡剧台上“俏丽梅花”的风采。

从光彩熠熠的新星到余晖照人的老师傅

她倾心锡剧“传帮带”培养接班人

顾国英自 15 岁首次登台演出，
耕耘梨坛 58 载，曾在《珍珠塔》《柜
中缘》 等 30 多出锡剧中出演主角，
被誉为“江南一枝梅”，是无锡市非
遗项目锡剧的代表性传承人。

在丈夫荣树贤的印象中，唱戏是
个吃苦的活，但顾国英却始终乐在其
中，疑惑不解的他直到亲身随团经历
了一次，方知其味。 荣树贤介绍，最苦
的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去武
进演出，那一天大雪苍茫，大巴车的
轮胎上都绑着铁链子。 荣树贤的单位

就在锡剧团的斜对面，他 5 点钟下班
时准备给顾国英送两个包子在路上
吃，同行的演员把荣树贤架上了车一
起去看演出。 车开到双庙时，堵在了
路上，一直到晚上 9 点都没能挪出多
远，窗外风雪交加，车上的人饥寒交
迫，更令人担心的是场子里的观众会
不会都走了？ 剧团给主办方打电话说
交通堵塞来不了了，不料对方回话说
剧场里的观众一个没走就等着你们
呢！ 谈起往日的经历，荣树贤十分激
动，那一刻，他深刻明白了妻子所为

之付出的是怎样一份事业。
“出去演出的时候经常两三个月回

不了家， 聚少离多的情况维持了近 30
年”，荣树贤介绍，以前没有电话，夫妻
间联系的方式就是 8分钱一张邮票的
信，锡剧团在苏北演出时要有人回来才
会把信带到无锡锡剧团的门卫，门卫通
知家里人去拿，家属要寄的信也放到门
卫，有时候一封信要一两个月。 即便如
此，荣树贤对于妻子的工作依旧表示理
解和支持， 他将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家
庭，让顾国英能够少些牵挂。

顾国英在讲台上讲课 28年，培养
了一代又一代锡剧事业接班人。 顾国
英 1990年开始兼任无锡艺校副校长，
直到今年年初方卸任， 至今已带过
100多名学生。 卸任后，教学生的工作

始终没有停， 经常有学生参加比赛前
还到顾国英家中听她讲戏。 她还曾在
无锡市老年大学开办了第一届戏剧
班，颇受学生欢迎，课堂里总是挤得满
满当当。随着工作重心放到艺校，顾国

英离开了锡剧班， 但和老年戏迷们的
情谊却从未阻断， 教过的戏迷现在还
经常给顾国英打电话， 一打就是一两
个小时， 讲到兴头上还要唱上一段请
她指点，顾老师总是耐心指导。

身患重病却不愿放弃

他要活下去
为 16 岁儿子
筹齐手术费

不畏艰苦长年耕耘于舞台

余晖照人倾授毕生所学

心无偏私年初首次收徒

链接：一个动人的故事，就是一
段美丽的乡愁。 今年 5 月，本报联合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发起 2019“最
美家乡人”评选活动，联动 32 座城
市，在全国范围内启动征集。 亲情、
爱情、友情，我们在夫妻情、子女情、
邻里情、师生情、同学情、兄弟情、陌

生人之间的情谊中， 寻找快速变迁
的时代里，最让人留恋、让人感动的
情分，共同筑成一种最美的气质，叫

“家乡”。 只要是能温暖到您的凡人
善举 ,都有机会获评无锡“最美家乡
人” 称号及正能量奖金 2000 元。 随
后本报还将从中挑选突出案例,参与

全国评选 ,如获得全国十大“最美家
乡人”称号者 ,累计可获得正能量奖
金 10000 元。 参评“最美家乡人”活
动 ,您可以自荐也可以他荐 ,本报征
集报名热线为 88300000， 也可通过
新浪微博、微信、抖音号等搜索“江
南晚报”推荐和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