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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明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
市马家滩镇的干部，但他还有一个身
份，那就是宁夏微光义工志愿者服务
总队的负责人，荣登2020年10月“中
国好人榜”。社会福利机构、特困家
庭、老旧社区、老年公寓、残疾人托养
服务中心等，他和团队成员的足迹踏
遍每个需要帮助的地方。

“在帮助他人时，我感受到了满
足和快乐，即使再大的困难阻挠，都
不会冷了我的热心。一人的微光不足
为道，但‘众人拾柴火焰高’，我相信
全民义工、人人志愿的愿望一定能实
现。”杨小明说。

为爱奔走募捐善款

杨小明出生于宁夏固原市泾源
县，家人都是农民，母亲为听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一级残疾，父亲因意外摔伤，
至今还腿脚不便。

杨小明从小受到爱心人士的帮
助，为回报社会，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帮助更多的人。2011年9月，杨小明考
入宁夏大学政法学院读书。进入大学
后，他参加了一个课题组，研究题目是
银川市内乞讨者、拾荒者的生存状态。
杨小明说，接触到生活在最底层的人，
让自己备受触动，一定要通过自己的
努力，去帮助困难的人。于是，学习之
余，他成立了微光义工志愿者服务总
队，意在用微弱的光芒来照亮别人的
生活。

2012年底，杨小明偶然在网上发
现一位身患白血病的乡村教师的求助

信息，在核实无误后，他发动志愿者伙
伴们一同开展募捐。募捐是先从网上
发起的，那时团队的影响力太弱，几乎
没人搭理。杨小明只好和伙伴们走上
街头募捐，然而募捐活动依然难有进
展。杨小明想借助网络的力量，便在微
博上不断给一些网络名人留言、发私
信，请求他们转发募捐信息。怕对方以
为自己是骗子，就把身份信息也发了
过去，一遍不回应就发多遍，功夫不负
有心人，最终，四十多个网络名人转发
了募捐信息，杨小明很快募集到数万元
善款，解了患病教师一家的燃眉之急。

2013年初，为救助一名身患癌症
的学生，他带领志愿者走街串巷募集
善款，用行动换取了信任，善款陆续打
到爱心账户。

此后，他又发起“微爱万里行”活
动，主要针对身边的特困群体、个人
进行帮扶倡议。“累吗？”有人问他。他
总说，累已经成为一个习惯。

帮扶老幼彰显爱心

出身贫寒的杨小明，深知困难家
庭的孩子上学不容易，从2012年开
始，每个假期，他都会发起“一对一助
学”活动。做家访时，公交车不能到的
地方，他就走着去，收集孩子们的信
息，然后联系公益组织、爱心企业及
个人寻求帮助。截至目前，他组织志
愿者共家访困难家庭600余户，资助
帮扶500余人。

银川市西夏区幸平阳光家园残
疾人托养中心，是杨小明每个周末必

去之处，他特别关心那里的特殊儿
童。经常跟他一起去的志愿者田兴武
说：“那里的孩子都跟他特别亲。”

2013年，他在敬老院做志愿服务
时，听工作人员说，有的老人一辈子没
有给自己过过生日，便把这话记在心
里，之后，他专门买了蛋糕，给当月过生
日的老人举行生日聚会。随后，他发起

“再续剩余的温暖”爱心活动，对西夏区
50余个老年公寓和老年人居多的社区
进行长期服务。

家住西夏区的范奶奶生活贫困，
杨小明常带她去饭店改善生活。志愿
者戴婷婷回忆说：每到周六，范奶奶
会准时坐在自家门前的石头上等他，
看他来了，总会说上一句“走，孩子，
咱回家。”这句话让杨小明至今难忘，

“我做公益不图别的，就这一句‘咱回
家’，我就觉得特别满足。”这几年，杨
小明带领志愿者队伍多次为大型活
动提供志愿服务，还走进汽车站、机
场、景区、医院等，开展文明引导、安
检、接受问询、协助旅客等工作。

如今，杨小明除了上班，几乎用
假期所有时间带领志愿者参与各类
扶老、助学、助残等活动，个人的志愿
服务时间已超过16000个小时。他因
此获得众多荣誉，包括第二届全国向
上向善好青年、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志
愿者优秀个人奖、被中宣部推荐为优
秀的青年典型“出彩90后”、全国高
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全国百名
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全国最美青春
故事、全国正能量志愿者等。

她是特殊教育的“探路灯”，她是
特殊孩子的“守护人”。她就是四川省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特殊教
育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毛运兰，被
孩子们亲切地称为“毛妈妈”。

2009年9月，阿坝州第一所综合
类特殊教育学校——汶川县特殊教育
学校成立，她受命担任校长，从此与特
殊教育结下不解之缘。在她的带领下，
当初一无所有的特殊教育学校，如今拥
有了“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全国巾
帼文明岗”“全国三八红旗集体”“阿坝
州文明校园”“阿坝州民族团结示范单
位”等众多殊荣。2023年第四季度，毛
运兰上榜“四川好人榜”。

育人：她是孩子们的“毛妈妈”

2006年9月，毛运兰被推荐到四
川省资中县重龙中心校挂职，她了解
到当地有一所特殊教育学校，非常羡
慕这里的残疾孩子能接受教育，而家
乡的残疾孩子只能长年待在家里。于
是，闲暇之余，她就三天两头往那所
学校跑，去了解学生分别是怎样学习
和生活的。她一心想的是，争取在挂
职结束回去后，为家乡的残疾孩子能
读书做些事情。

2007年4月，汶川县威州镇中心
校成立（同时也挂牌为汶川县特殊教
育学校），她被任命为副校长。

2009年9月，回到灾后重建的汶
川，特殊教育学校独立成校，与汶川二
小共用校园办学。刚担任校长职务的
她面对的现状是，只有6间教室、4间
办公室、20间学生寝室、30名从普通
教育转岗的教师，没有特殊教育的专
业知识、专业设备，此时，她才感到办
学艰难。当接到要完成汶川县、理县、
茂县、松潘县、九寨沟县、黑水县6县
42名招生任务时，她急得像热锅上的
蚂蚁，没有特殊孩子的信息，怎么
办呢？

于是，她带领老师们走村串户进
行宣传。当时，当地的人们还没摆脱
对地震的恐惧，加之不了解特殊教
育，老师们常吃“闭门羹”，有的老师
开始后悔选择特殊教育，毛运兰的鼓
励、执着，让老师们终于招到15名听
力障碍、33名智力障碍的孩子。孩子

们的年龄差异很大，有的六七岁，有
的十四五岁。毛运兰就以入学时间为
准，把残疾程度相同的分成一个班，
共分了4个教学班。

上课第一天，有的学生听不到，
有的学生听不明白，哭的、闹的、跑
的，乱成一锅粥。一些束手无策的老
师再次打起“退堂鼓”，有的回到普通
学校，有的则改了行。为稳住余下老
师的情绪，并陪伴刚离家寄宿在校的
孩子们，毛运兰几乎一天24小时都
在学校里，每天早上帮助孩子们穿衣
洗漱，白天帮助孩子们洗头洗澡、剪
指甲，晚上给孩子们盖被子，时常还
要给孩子们擦鼻涕甚至擦屁股，周末
节假日组织孩子们煮火锅、包饺子、
烤烤肠等，让孩子们逐步适应学校
生活。

学生不守纪律，毛运兰总是晓之
以理、动之以情。在孩子们心中，她不
仅是校长，更是他们的妈妈，他们信
任她、依赖她，也用实际行动表达感
恩。2018年，毛运兰的生日在一个周
末，孩子们早早就开始筹划，为她定
制蛋糕、编排舞蹈、制作贺卡、写贺
信。星期五就去给她送邀请函。到了
星期天，当她刚到校门口，几个孩子
就走过来牵着她往教室里走，还把她
的眼睛蒙上，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当
她看到黑板上写着“毛妈妈生日快
乐，永远十八”的那一刻，流下了幸福
的泪水。

毛运兰常常感慨，在办学之初，
在无数个困难面前，她庆幸选择了坚
持。如今，汶川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学
生已增长到166名，老师从30名增长
到50名；从两校共用校园办学，发展
到独立校园办学，从只有普通教学
楼，发展到拥有26间功能室；从只有
小学学段，发展到拥有初中、职业高
中学段；而孩子们则从什么都不会，
成长到参加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特奥
会，从只能在家里玩成长到登上央视
舞台，有的考上大学，有的入选相关
残疾人艺术团、体育队，有的自己开
店……毛运兰感到无比自豪与骄傲。

管理：引领学校向专业方向发展

在学校管理上，毛运兰致力于

“让残疾孩子学会有尊严地生活”。她
秉承“一个都不能放弃”的信念，带领
她的团队默默耕耘、积极探索、勇于
创新，从而让学校从小到大、从弱
到强。

刚到该校担任校长时，毛运兰就
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让特殊教育学校
成为阿坝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成为
特殊教育教师展示才华的舞台，成为
残障孩子们求知的乐园。

于是，她带领老师们以“走出去”
和“请进来”相结合的方式，虚心学
习，潜心研究。经过不断探索，形成

“全面发展，殊途同归”的办学宗旨、
“爱浇殊蕾，情育珍人”的办学理念，
构建了“品德教育放首位，文化教育
是基础，职业教育为重点，艺体教育
显专长”的教育模式；坚持以养成教
育、感恩教育、爱心教育、情感教育为
主线，以民族文化教育、艺体学科教
育和人性化课程教育为主体，以“缺
陷补偿，健全人格”为主导，建立了以

“长期培养”为主兼顾“短期培训”的
职业教育和艺术培训新模式；依托乡
村学校少年宫和“非遗进校园”活动，
着力打造“国学怡心、艺体怡情、手工
怡技”的办学特色，不断探索民族地
区特殊孩子的职业生存教育和艺术
教育的新路子，把民族地区的自然元
素与特殊孩子的职业教育、艺术教
育、生存教育相结合，让课内与课外
有机结合，办学效益明显。

她致力于教师向专业方向发展，
注重通过外派、外请、引进等多种形
式，让教师进行学习培训，注重开展
校际交流，注重竞赛活动，注重以课
题研究为平台，引领教师的专业技术
不断提升，使民族地区特教教师专业
意识增强、专业水平提升、教育质量
逐步提升。她撰写的《民族地区特殊
教育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策略与实
践》等多篇论文，先后获得四川省特
殊教育优秀教育教学成果评选活动

“一等奖”。
她用慈爱，对残疾儿童的健康成

长倾尽心血，用默默流淌的母爱，诠
释了一位特教老师无悔的人生。她让
残障孩子看到了明天的太阳，对未来
充满了希望！

今年9月10日，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镇西中学
党支部书记、校长黎勇被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
表彰为第二届四川省“四有”好老师。

今年是黎勇从教第三十年，从一名乡村教师到一
所学校的领导，他将工作变成爱好，将学校发展、教师
成长和学生未来作为最高追求，取得了优异成绩。

播种者：用心浇灌每一株幼苗

“小心一点，清理枯枝时不要把幼苗伤了。”校
园里，黎勇总像一个老练的园丁，不愿让任何一株
花草受损。在教学中，他同样守护着学生，不让任何
一名学生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曾有一名叫杨丹（化名）的同学，开学后未按
时到校，黎勇了解得知，其父母认为他成绩差，准
备让他放弃学业，外出打工。黎勇步行十几里山路
到学生家中给家长做思想工作。当时下着雨，天气
很冷，在乘坐水库渡船时，黎勇不小心掉到水里，
鞋和裤腿都湿透了，到学生家时已是下午三点过。
当杨丹的父母看到黎老师冻得直哆嗦时，感动得
只说了一句话：“黎老师，你什么也别说了，明天小
丹就来读书。”

类似事情还有很多。学生生病发高烧，黎勇深
夜背学生去医院；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他自掏腰包
资助多名学生重返校园……

三十年过去，黎勇依旧坚守在讲台，担任两个班
级的劳动课教学工作。他的课堂总是与众不同，场地
不仅在教室，还在景区、工厂、田野、花园等，上课内
容也不局限于书本，而是让学生在劳动中提升生活
能力，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勤劳、善良、乐观向上等优
秀品质。多年来，黎勇的教学成果丰硕，教学实录多
次获奖，教学论文在多个期刊杂志发表，并受邀在四
川省多所学校分享教学经验。其中，课堂实录《空气
占据空间吗》获2020年四川省小学科学优质课展评
省级一等奖，在2021年苏教版《科学》学科优质录像
课选拔赛中，他荣获国家级二等奖。

领路者：以身作则引领教师成长

在学校各类活动中，团委副书记谢燕常常担任
主持人，不论遇到什么突发状况，她总能游刃有余
地让活动顺利进行。

“这要感谢黎校长的栽培和鼓励。”谢燕回忆，
她首次主持活动时，由于紧张，出现一些失误，黎勇
非但没有责怪她，反而安慰她不要紧张，并且给了
她更多的主持机会，慢慢锻炼出现在的水平。

这是黎勇培养年轻教师的方式之一。他认为年
轻人应该多干实事，工作上有一些小失误很正常，
重要的是给他们机会，不能一棍子打死，要帮助他
们解决困难和问题，让他们能够以更大勇气、更多
精力投入到工作中。

2014年，黎勇从威远县越溪镇中心学校调任

连界镇中心学校任校长。一上任，他并没有急于颁
布新规，而是用一个月时间，进行校情民意调查。他
率先垂范“走动式管理”，离开办公室，出现在校园
每一个角落，做到腿勤、眼勤、口勤、脑勤，形成了每
周必听课、每月必检查、每期必督导的教学检查制
度，以身作则，在校园内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风气。

黎勇大力实施“青蓝工程”“名师工程”等，制定
三年、六年、九年名师培养计划，通过教学培训、教学
比赛、教学观摩、教学公开月等活动，培养了省、市、
县级教学名师近30名，多名教师荣获市、县级优质
课竞赛一、二等奖。在此期间，他撰写了管理类调研
文章十余篇，荣获国家级一等奖1项（篇）、省级二等
奖2项（篇）、市级一等奖3项（篇）。

开拓者：不断构筑未来教育蓝图

三十年的从教生涯最让黎勇感到自豪的是，从
碗厂中学、越溪镇中心学校、连界镇中心学校到如
今的镇西中学，在他的带领下，教学质量、教师队
伍、教学氛围都向好向上发展。

工作中，黎勇坚持原则，不搞一团和气，敢于打
破情面、大胆管理、承担责任。他制定了学校干部

“八办八不许”准则，在每周的行政会上都要对干部
进行提醒。

他利用四川省首批卓越校长工作室平台，培育
做强校园文化，厚植教育教学情怀，让老师们在与
其他优秀教师的交流中开阔视野、查找不足，提升
教学水平，营造教学育人氛围。

黎勇坦言，担任校长16年来，自己也曾遇到过
瓶颈，曾一度失去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改革的动力。
每次，他都会想起自己首次参加工作的经历，以此
来为自己打气。

那是1994年，他一次教了10个班的体育课，当
时学校运动场地有限。为办好一场让学生全面参与、
展示学生体育素养的运动会，黎勇大胆策划，在确保
安全的前提下，准备将校园运动会搬到碗场镇的街
道上，得到学校、镇政府和家长的大力支持。黎勇在
镇上找了一块空地，用石灰画出各类比赛场地，派出
所民警为孩子们保驾护航，家长们也纷纷砍来树枝、
竹条，裹上彩色布条，作为旗帜给孩子们加油。虽然
条件艰苦，但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开心的笑容。

“这就是教育本来的样子。”黎勇说。就这样，黎
勇又逐渐找到了工作方向，认识到了教育是培养
人、成就人的事业，成就孩子、家长和老师就是自己
的目标。他还时常向孩子学习，向家长取经，不断提
升自己的管理水平。因为工作优秀，黎勇曾获得四
川省骨干教师等荣誉称号，并入选四川省首批卓越
校长工作室成员。

如今，虽履新镇西中学时间不长，黎勇已经明
确了新的工作方向——把学校建设成为内江农村
初中的品牌学校和教育高地。

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唐藏镇辛家庄村五组村民
米志辛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农村汉子，摸爬滚打三
十多年，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创办个体企业，率
先增收致富。自己富了后，他不忘家乡父老，热心
为乡亲们办实事、做好事，不图名、不图利，默默为
父老乡亲和家乡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多年来默默付出、不求回报

多年来，米志辛默默付出、不求回报，被镇
村干部和身边群众称为“大善人”。

今年7月16日，凤县唐藏镇遭遇大范围强降雨，
辖区内辛家庄村草滩沟断网断电、道路损毁严重，山
沟里27户72名群众的出行成了问题。米志辛听闻此
事后，主动请缨，带着自己企业的工程机械，不畏艰
险，多次深入草滩沟，协助恢复道路，参与河道疏浚，
用了5天时间，最终修通了前往草滩沟村的3公里简
易道路，米志辛却从未和镇村干部说过工程机械使用
费用的事情。

在抢险救灾过程中，米志辛得知村集体联合社
修建的100间林麝圈舍受损严重，圈舍里的40余
头林麝急需转移安置。“这些林麝可是村民增收致
富的‘金娃娃’，容不得一点闪失啊！”为解除村集体
和村民的后顾之忧，米志辛主动垫资，带领工人，动
用自己的机械设备，及时对林麝圈舍及周边配套设
施进行了抢修。

“为乡亲们服务，不亏！”

米志辛原本是一个水泥匠，早先只是给村民帮
忙修个房、搭个棚，后来又参与到镇村道路、水渠的
修建，凭着脚踏实地以及长年累月积累的丰富建筑
经验。2016年2月，他注册成立了凤县唐建工程队，
带动当地15名群众劳动就业，为家乡发展和老百
姓幸福安康出力、流汗。

在实施农村土坯房改造项目中，很多老板做了
预算后都打退堂鼓，唯有他迎难而上。米志辛组织当
地民工三十余人，一举完成全镇一半的土坯房加固

改造工程。事后，很多人不解地称他是“冤大头”。而
米志辛却笑着说：“咱就这点能耐，挣钱事小，能让乡
亲们住上干净、敞亮、安全的好房子，也算我为家乡
人做点好事、实事……”

2020年，镇村干部在农村厕所修建项目中，从
年初到当年10月，都找不到人干活，找到米志辛，他
爽快地应承下来，用了一个月时间，完成项目建设，
经过验收，该工程被市、县政府评为示范项目。可一
算账，整个工程亏损了4.6万元，家人、朋友都埋怨
他，他笑着说：“为乡亲们服务，不亏！”

公益好事做了“一串串”

今年5月，米志辛在和村民闲聊时了解到，村
里通往大平山的田间道路，有一段路面坑洼不平，
雨天积水严重，影响村民生产劳动，车辆通行也存
在一定的安全隐患。他第二天就上山查看，觉得这
段路的修整工程量不大，自己能承受得起，就主动
承担，带领自己的工程队完成了130余米田间道路
的整修硬化任务。

村里硬化村组道路时，因资金出现问题，水泥路
铺设到一半，就被迫停工。看着乡亲们走了一半好
路，又要走一半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米志
辛二话不说，垫资3.6万元，修通了剩余的水泥路和
排水渠，乡亲们高兴地称这段路为“善人路”。

潘家湾村两户困难群众修缮房屋，资金短缺，
他出资3万余元；村民得了重病，他开着自己的私
家车，带着病人家属联系住院治疗事宜；村里的苹
果丰收了，他给自己相识相知的朋友、客户打电
话，每年帮助村里销售苹果大约7万余斤……

米志辛先后被推选为宝鸡市人大代表、凤县人
大代表。当选市县人大代表后，他时刻牢记“人民选
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庄严承诺，就凤县苹
果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保护等，提出很多高质量的意
见建议。他提出的修复曹家庄灌溉渠的建议被采纳，
改善了曹家庄村的灌溉条件，因此获得县人大“代表
之星”荣誉称号。

用“微光”传递大爱
——记“中国好人”杨小明

◎ 杨萍

特殊孩子的“守护人”
——记“四川好人”毛运兰

◎ 杨隆旭 董品勤

黎勇：园丁匠心育新枝
◎ 龙朝阳侯煜阑

米志辛：群众口中的“大善人”
◎ 白戈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