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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李佳
本报记者 栾继业

初秋的镇江市学府路小学宁静
恬淡，走进这座已有百年历史的乡
村小学，印象中的传统学校已在不
经意间融入了这个现代社会，自信，
昂扬向上。初见李素琴老师，她开
口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校园是个
非常适合读书的好地方！”令人深以
为然。

李素琴老师是镇江小学教育界
的名师，今年54岁的她是全国模范
教师、镇江市劳模，京口区教育系统
第一个正高级教师，还是江苏省特
级教师。2019年，到龄的李素琴在
卸任镇江市实验小学校长后，有着
教育情怀的她主动选择来到京口区
的乡村小学——学府路小学，做一
名普通教师扎根于此。

在从教生涯的最后阶段，却做出
了如此出人意料的选择！李素琴的
答案是：因为自己在担任京口区教研

室主任时跑遍了全区所有的学校，深
知乡村学校更需要关注，村小的老师
更需要支持，村小的孩子更需要关
爱，自己到村小教学更能发挥作用。
因为地处城郊接合部，在学府路小学
就学的外来民工子弟超过了50%，受
客观条件所限，这些孩子的家庭教
育、社会教育资源相对较少，更多依
赖于学校教育来促其成长。

初到学府路小学，李素琴“老骥
伏枥”，承担了三年级语文教学任
务。在一次摸底调查中，李素琴发
现有多名学生未达标。她震惊了：

“语文是我们的母语啊！”于是她给
自己定下了第一个目标“尽最大可
能帮助这些孩子达到课标要求，在
后续的检测中消灭不及格”，于是放
学后，李素琴常常帮这些学生拾漏
补缺。由于太投入，很晚了都没有
下班，她甚至被校工误锁在了学校
办公楼内！

对于这样的付出，李素琴自己
并不觉得是负担，她说这只是在做
自己能做和喜欢做的事。言谈中，
李素琴更多地在关注乡村小学教师
群体。她说，很多乡村老师并不比
城市教师付出的少，在某种程度上
的付出甚至更多，但基于多方面的
原因，在横向比较时收效往往并不

明显，因而得不到社会太多的认可，
所以他们需要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行走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李
素琴说，对自己成长影响最大的有
两位师者，一位是镇江籍的人民教
育家于漪老师，另一位则是对自己
从教之路影响颇深的郜大琪老师。
如今于漪老师的名言“一辈子做教
师，一辈子学做教师”早已成为李素
琴的信仰和奋斗目标。而郜大琪老
师“要多读书”的教诲则常在她耳畔
轻响，“学习、反思，看书、写作”成为
李素琴终生受益的习惯，也让她影
响着更多的后来者。“在追寻做好教
师的路上，连续四届成为镇江市学
科带头人，连续两届成为特级教师
后备人选，后又获评特级教师、正高
级教师，将目标作为自己不懈怠的
理由，虽然有时走得慢，但总在前
行，这一点，过程比结果更重要。”李
素琴对于自己的追求、奋斗有着独
特理解。

今年暑假，李素琴的市劳模创
新工作室又完成了两项为教师“充
电”的任务。15位来自京口区各小
学的优秀语文老师聚焦新课程新课
标，系统学习了任务群教学等新内
容，大家连续 5个晚上齐聚云端听
讲座、开展研讨。备课是常备常新，

每当有新收获、新认知、新提高，大
家都很激动；另一方面，大家还开展
了关于教育写作的研讨，为教师的
论文写作释疑解惑、支招指路。作
为领衔人，李素琴平时也要投入时
间和精力为大家准备教育书籍，设
置学习议程，开展教学活动，乃至倾
听每一位成员的课堂教学，一一细
看每位老师的课件，以便提供有益
的参考意见。在假期的夜晚，和青
年教师通话交流成了家常便饭！

家人有时会笑称：“李素琴越来
越像她的师傅郜老师了，不过假期
里还是少折腾大家为好！”李素琴的
回答是：“我们不能总指望别人为我
们发光发热，我们也应该努力成为
别人的幸运，于学生而言如此，于年
轻教师而言，我也愿如此，步履不
止。教师作为知识的传承者和学习
的促进者，唯有坚持学习、不懈学
习，才能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才能
适应专业成长的需要。”

几十载躬耕校园，李素琴最有
成就感的事不是自己当上先进或是
走上校领导岗位，而是自己的课讲
得好得到师生认可，自己的学生都
能成长进步，有好的发展。李素琴
说，教育需要保有温度，尊重差异，
宽容以待。学生的个体差异是客观

存在的，你不能让一条鱼去爬树，否
则结果只能是痛苦和不幸。班上有
一名孩子患阅读障碍，下课就会冲
到课表前张望，然后准会扭身问：

“下节是什么课？”这样的孩子在普
通班就读，问题是可想而知的。作
文课上游戏带着他，和优胜者一样
获得奖励，带着憨憨的笑容在同学
羡慕的眼神中回到座位，那是有爱
的环境中才有的状态。师者，言行
即表率，用自己的言行去唤醒一颗
颗种子，让他们感知爱，学会爱，爱
人爱己，方懂爱家爱国。遵循立德
树人的本心，李素琴正在把自己的
积累和思考与大家一起分享，不断
放大深耕课堂的名师效应。

“有李素琴这样的名师任教是我
们学校的幸事，近年来，在李老师的
言传身教、带动引领下，学府路小学
多位教师成长为市、区中青年骨干教
师，获得市出彩教育人、镇江好人、最
美京口人等荣誉。不仅如此，一个优
秀老师的领跑可以带动更多的老师
一起奔跑，如今，京口区的一大批优
秀语文教师正围绕着李素琴创新劳
模工作室共同成长，他们中涌现了诸
多市、区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这
也是京口教育界的喜事！”学府路小
学校长尤昌德如是评价道。

执教授业，努力成为别人的幸运
——记全国模范教师、省特级教师李素琴 毁树开荒，

米山雅居小区附近
绿化带成菜地

本报讯（记者 景泊）近日，接连有热心市
民反映，地处市区米山雅居小区门口的一处
20多米长的人行道绿化带，全部被周边居民

“开垦”成菜地。9月6日，记者赶往现场采访
发现，随处可见的“菜园”已经严重破坏此处
的环境卫生，垃圾成堆，异味扑鼻。

当天上午，记者在位于宗泽路87号的米
山雅居北门门口左侧看到，整个绿化带的蔬
菜种植规模蔚为壮观，20 多米长的狭长地
带，一垄一垄的精确地占据了每一寸可以利
用的空间。“这是青菜，还有葱。”一位热心市
民指着一大块“菜地”，教记者辨别各种蔬
菜。这里种着青菜、葱等蔬菜，有的长得郁郁
葱葱，有的则刚刚发芽，这个季节市场上能见
到的蔬菜，这里基本上都能找到。每块菜地
占地约两三平方米。有的“菜园”还被主人用
栅栏围了起来。

“没人管。这里已经完全成为他们的‘小
王国’了。先是一小块一小块，后来就‘星火燎
原’了。”据热心市民反映，这片绿化带原本长满
了绿化灌木，硬是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被附近
居民毁树种菜。这带来了安全隐患，冬季，这
里被砍伐的枯枝杂草，又紧贴着旁边的小区楼
房，很容易发生火灾。“开垦并没有结束，他们还
在不断砍伐仅存的绿植，扩大‘地盘’。”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小区北门右侧的绿化
带情况也不容乐观：这块绿化带已经变成了一
个私家车停车场，上面停满了各式各样的私家
车。成片的绿植被轮胎碾压后变成了烂泥地。

目前，记者已经将这里的情况，通过
12345政府热线反馈给了相关部门。记者将
继续关注。

本报讯（谢峰 曾海蓉）9 月 5
日，市中山路小学江苏省研究生工
作站正式挂牌，该校教师、镇江市小
学数学带头人吴永平，镇江市语文
学科带头人丁梅红，被聘为合作高
校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的校外实
践指导教师。

据了解，在中小学设立江苏省
研究生工作站，由高校和基地单位联
合申报，需经省教育厅、科技厅审批，
要求较高。研究生工作站可为合作

高校乃至省内其他高校的师范专业
研究生，提供教育教学实践和研究。

此前，中山路小学已是江苏大
学教师教育学院师范生的校外实践
基地。挂牌研究生工作站后，学校
将为教师教育学院的学生，特别是
教育硕士研究生，提供更多常态化
的听课、教研活动的机会，让教育硕
士研究生成长在一线，在教育教学
实践中深化对教育理论知识的认
知。同时，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也将进一步为中山路小学的教育科
研提供智力支撑，助力中山路小学
的内涵项目建设。

市中山路小学校长陶静介绍，
近年来一批又一批江苏大学教师教
育学院的学生，在中山路小学的两
个校区实习，教育实习能有效提高
师范生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让他
们早日融入校园。也有许多在中山
路小学实习的毕业生，走进各大城
市的学校，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

中山路小学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正式挂牌

本报讯（王南昌）日前，润州区
金山街道想业主所想，积极支持推
进太古城二区成立业委会，目前已
正式公示成立业委会筹备组。

据了解，太古城二区大部分为
拆迁安置户，业主希望能成立业委
会自己管理小区，金山街道在接到
太古城二区业主的业委会成立报
告后，第一时间安排街道相关负责

人及时指导、参与，多次协调会商，
街道领导冒着高温酷暑指导撰写、
收集成立业委会所需资料、议事规
则等，在多方努力下，业委会筹备
组已正式公示成立。

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
按规定推进下一步业委会正式成立
的进程。为此，全体业主对金山街
道能办事、敢办事表示钦佩和感谢。

金山街道积极支持
业主成立业委会

景泊 摄

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

啄木鸟啄木鸟在行动在行动

美丽镇江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