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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少时学《师说》，文所言：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是我们一生中不可或缺

的一个角色，回首往昔，每个人总能找到一个或几个对自己深有影响、为自己传授知识解答困惑的导师。

在第 36 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本版特别推出《启迪心智，引领风尚》，旨在展示广大干部职工心目中最

难忘、最感恩的师生（师徒）之情，从而达到既能传承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回报恩师、回报社会的目地，

又能引导、启发大家学知识学技能学做人，在工作上懂得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在破解难题上懂得刻苦钻研、

不耻下问，同时在国企这个大舞台上，更能懂得如何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编
者
按

莎士比亚说：“老师是我们的第
二个父母，老师对我们的爱是不求
回报的，考虑的第一位总是我们。”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高中时的语
文老师刘兆尧，南方人，中等个儿，黑

瘦,老牌大学生。我特别喜欢听他读课文时的
那个调调，很“结实”。大名鼎鼎的刘老师，是
陕西省作协会员，一生酷爱文学，他的文章经
常在各大报刊发表，当时在铜川小有名气，我
们姐妹四个都被他扎实的文学功底熏陶过。

记得高一第二学期，我学习漫不经心，
作业应付着写完，就连成绩的下滑自己也

不知道。一天下午放学后，不想上晚自习
的我和几位同学，把教室里日光灯上的启
辉器全部偷走，导致晚上教室里漆黑一片，
晚自习也没上成。第二天，刘老师好像什
么也没发生一样，站在讲台上大声朗读毛
泽东的《沁园春·长沙》，不紧不慢的语速，
慷慨激昂的语调。教室里鸦雀无声，我们
仿佛置身其中。“叮铃铃”一阵铃声打破了
宁静，刘老师擦擦额头上的汗珠说了声：

“下课！”这时，教室里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我的心脏“咚咚咚”跳个不停，看着刘老

师在讲台上那么卖力地讲课，我突然醒悟

了，觉得自己真是愚蠢，竟然在高中这么关
键时刻放纵自己。下课后，我们几个同学
主动来到刘老师办公室承认错误，刘老师
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把心思好好用在学
习上，高中时间紧、任务重，加油！老师相
信你们！”迷途中的我终于找到了方向，也
在危险的边缘猛然回头。

那时，我的语文底子还很差，平时写作

文总是信笔由疆地写，很少花心思去打腹
稿，更别提进行谋篇布局了，写出的文章
结构混乱，主题不突出。刘老师一针见血
地指出我存在的问题，他常给我讲如何深
入挖掘素材亮点，以及写作上的一些技
巧，他的话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一下
子照亮了我以后写作前行的路。从那时
起，我的语文成绩也提高得很快，慢慢地
我也爱上了文学。

高中毕业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刘老师，
但他的一举一动经常在我脑海里浮现。后
来，听说刘老师调到西安某个学校当了校
长。再后来，与三姐见面时得知刘老师病重
了。没过多久，三姐打电话告知我她去参
加了刘老师的追悼会，也见到了一中的几
位老师和同学。顷刻间，我已泪眼迷离。

时光流逝，感恩永恒。此刻，我最想说：
“谢谢您！亲爱的老师，我好想您！”

（建设集团机电安装公司 刘静）

不求回报的爱
——追忆中学时代的语文老师刘兆尧

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除
了父母，我想记忆最深的可能就是
我们的启蒙老师了。

40多年前的 9 月，我挎着妈妈
用碎布屑拼接做成的花书包，与
妈妈一起来到村里的小学，见到
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据说，他
是妈妈小学时的老师，也即将成
为我的启蒙老师。他姓袁，我们
都叫他袁老师。

说起来很惭愧，我到现在也只
记得他的姓，并不知道他叫啥。

那时，村里小学的条件很差。
我们这些孩子在 6岁前根本就没接
受过什么学前教育，幼儿园根本就
没有。孩子们都是粗犷式的放养，
各方面管教起来很是费劲。当时，
袁老师既是我们学习文化知识的
启蒙老师，也是我们的生活老师。

至今，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袁老师解决孩
子们上厕所问题。

当时生活条件差，孩子们穿的裤子没有什么
松紧带呀，腰带啥的，条件好的就是一根布带子，
还有些孩子是系草绳的。为了裤子不掉，孩子们
有时把裤带系成死结，要上厕所才发现解不开，那
个急呀！无法形容。每次袁老师都耐心帮忙，还
劝我们别着急。有时来不及解开，有的同学就尿
在了裤子上。袁老师就忙着给同学烘烤裤子。

后来，袁老师就准备一把剪刀，解不开就
剪断，上完厕所再帮忙缝好腰带。没经历过，
不知道，当袁老师帮我们解开裤带，我们上厕
所的那个畅快！

袁老师不发脾气，对犯错误的同学也很宽容。
记得一年级下学期的 5月，桃子熟了，同学

送了我一颗，那个香呀，不停地从桌斗里飘出
来，闻着满嘴都是香甜的感觉。可是正在上课，
我心里不停地告诫自己，忍着，努力忍住。可
最终还是忍不住，悄悄拿出桃子，快速低头，咬
一口，香甜无比……我就像那小耗子一般“解馋”
起来。刚吃几口，袁老师就发现了，走过来，拿走
了桃子，放在黑板（一块大青石板）后面的支架
上，对我说：“我先替你保管，好好听课，下课再吃
吧！”一下课，我就奔跑过去拿起桃子吃。

我们村小学还有两位老师，一个姓郭，一
个姓张，他俩的脾气可没袁老师好。袁老师
在我们村小学一直担任一年级的任教老师，
可以说我们村的孩子都是他启蒙的。袁老
师也时时给那两位年轻老师做工作，他俩也
特别敬重袁老师。

后来，袁老师退休了，郭老师就担起了我
们村小学的启蒙老师任务。

在我上中学的时候，听说袁老师在县城
儿子家摔了一跤，脑溢血，没能抢救过来……

至今，我很惭愧，依然不清楚老师的名
字，脑海里有的只是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和
拿起铁棍敲击小屋檐下挂着的一节铁轨，铛
铛铛清脆的铃声在思绪中久久回荡。

（黄陵矿业煤电实业公司 郑红）

我
的
启
蒙
老
师

当具有硕士研究生学历的我成为韩
城矿业公司下峪口矿一名矿压观测工时，
非常荣幸遇到了我的恩师刘玲安。在他
的悉心培养下，让我成为矿上的一名设计
主管，并有机会到陕煤思创学院深造，成
为 1802届 60名学员中的一员。

2015 年 3 月 2 日，我在矿上应聘技术
员失利后，羞愧难当，脑海里第一想法就
是离开矿山另谋职业。就在这一关键时
刻，矿长刘玲安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在交谈中鼓励我说：“矿山的未来
属于你们这些年轻人，‘四化’建设更离不
开你们。我愿意成为你的师傅，手把手教
你，但前提是你要在三个月内拿下采掘设
计任务。”当听到这一席话时我激动万分，
鼓起勇气拍着胸脯保证：“我不吃饭、不睡
觉，也要完成任务。”

那时，我不分昼夜工作，并且跟在师傅
身边用脚丈量着巷道的每一个角落。师傅
一边走一边给我讲解系统的方位、层位、风
流方向等。我拿着小本记录着师傅讲解的
每一句话。同时现场看到不懂的地方就会

提问，师傅就会先倾听我解决问题的思路，然
后指出我解决问题存在的不足之处等……就
这样一个月跑遍了矿井的所有系统及巷道，
记录了几万字的笔记，也让我坚定了留在
矿山努力工作、实现自我价值的信心。

师傅采取现场提问的教学方式很实
用。一次和师傅一起带班时，当走到
21304 工作面时，面对师傅的提问我靠死
记硬背的数据来回答。但是师傅严厉地
说：“我们井下实行的是动态管理，要多跑
现场才能了解真实情况，而数字是死的，

人是活的，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到回办公室，我就开始对照交换图，对自
己走过的系统与数字再对比、再熟悉，并
将最新数据整理在电脑文件夹里以备用。

另外，记得在 2016年的一个四点班，师
傅一改往常行进路线，带我去了井下失修巷
道，当我心里还纳闷搞设计的跑失修巷干啥
时，师傅说：“作为一名合格的设计人员，了
解矿井的地质情况尤为重要，在今后的设计
上要考虑到不断变化的地质因素，更要学会
分析所带来的影响。”师傅的一席话如同醍
醐灌顶，让我明白了作为一名设计人员，要
精于设计的同时，还要懂安全、生产、地质构
造等情况，并且考虑问题一定要全面、透彻。

如今，在师傅的悉心指导下，我已成为
一名合格的设计主管，一个个设计在我手里
诞生，并进行实施……能有今天的成就，得
益于恩师的精心呵护与培养。他作为师傅
不仅关心每一位青年人的成长成才，而且作
为恩师，他让我信心百倍，不断成长，增强
对企业的认同感、归宿感与自豪感，更是启
迪我心智的“圣贤”。 （张博 马麦丽）

启迪我心智的“圣贤”

我很幸运，工作中遇上了一位好师
傅，她叫吴晶晶，是陕钢集团汉钢公司烧
结厂脱硫工段一名普通主控工，记得第一
次见她时，办事员把我带到脱硫主控室，
然后指着电脑前一个扎着马尾、皮肤麦黄
的岗位工，介绍说这就是我的师傅了。听
到对话声，她站起来转过身，用她特别标
志的微笑向我点了点头，一声温柔细语的

“你好”让我从心底感受到了她的真诚。
就这样，我和她签订了师徒协议，拜她为
师，开始学习脱硫主控。

师傅是一个特别小心的人，所以教我
事无巨细、毫无保留。脱硫主控主要是室
内电脑操作，监控各项环保实时数据和设
备的启停管理，这份工作看似简单，却容
不得半点马虎。为了让我尽快熟悉岗位
工作要领，师傅每一次操作时都会让我在
旁边看，而且一边做一边不厌其烦地讲
解，遇到需要注意事项，就会提醒我记录

在笔记本子上。同时只要有时间就会带
我去现场观察，讲解脱硫生产工艺流程
和设备操作要领，并从烧结烟气进入原
烟道讲到净烟气洗涤排放，从石灰入仓
讲到脱硫剂进塔循环反应净化，从浆液
排放讲到石膏成型外售增效，原本对她
而言已经非常熟练的工作，但是因为教
我耗费了更多时间和心血。那个时候我
就觉得，认真负责的她真的好美。

当我这样夸她时，她却淡淡地说：“我
热爱本职工作，就要认真负责，咱们结对
成为师徒，这是缘分，更是责任，所以我
就得做好，不辜负组织和领导对我的信
任。”就是这样一位普通女工，用担当和
责任努力实现自己的价值。在她悉心教
导和亲切关怀下，我很快就对脱硫主控
工作得心应手。同时，她认真负责的工
作态度和为人处事的方式方法，让我受
益匪浅，更让我懂得爱岗敬业、严谨精

细、真诚阳光、坚强自信……
然而，在我刚刚递交独立作业申请

后，师傅却因事请假。我现在独自上
岗，耳边时常会响起师傅的叮咛：“干活的
时候，必须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办……”师
傅，你放心，徒儿已能“单独飞翔”，但一
定会牢记您的教诲和期望。 （杨蕊）

师傅，您真的好美

横式竖式算出的是您几次方的爱，一
寸粉笔写下真理却消磨了自己。老师，您
是蚌，我们是蚌中的沙粒，您用爱洗它，将
我们磨砺成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每当
看到这些优美的句子，总能想起那些在我
人生转折点帮扶过我的恩师，其中引导我
走上宣传岗位的原《韩城矿工报》主编冯
骁老师，成为点亮我理想的灯塔。

我对新闻写作从迷茫到喜爱，离不开冯
骁老师的谆谆教诲。记得刚参加工作不久，
厂里安排我写通讯稿，这是学理科的我第一
次接触新闻写作，我不知该写什么、怎样写，
心里十分着急。后来，厂里聘请冯骁老师为

我们授课，在他的指导下，我了解了什么是
新闻，新闻的时效性、公开性、客观性、新鲜
性等特征。冯老师告诉我们要坚持看《新
闻联播》《陕西工人报》等，慢慢从中体会
别人的写作技巧和报道角度。经过学习、
体会、观察、思考，我逐渐摸索出一件事的
报道角度及怎样将这件事叙述清楚。从
最初的“火柴盒”“豆腐块”写起，逐渐增加
文章字数，提高稿件质量，随着上稿率提
高，感觉自己真正喜欢上了新闻写作。

记得有次安排采写一篇关于祖孙三代
都是共产党员的通讯稿件，经过走访，我找
到了新闻线索，一位在煤矿一线工作近 30
年的老共产党员高社增，其祖孙三代是共产
党员。当时，我只对高社增进行了简单采访
就开始动笔，写完后给冯老师看。“你只采
访了高社增吧？”他看了下说。我非常惊
讶，老师是怎么看出来的？他说：“写这篇文
章的主线，不但要弘扬共产党员的先进性，
还有体现出祖孙三代对党不变的信仰。”于
是我驱车继续采访高社增的父亲高孝奇。
老人虽然清贫，却每年坚持尽一名党员的义
务，两个儿子在其言传身教下，在矿区干出

了成绩，并用行动影响着自己的后代，一家
人用朴素情怀表达着对党的忠诚和热爱。

经过深度采访，写出了标题为《信念
是永恒的力量》，这篇文章先后被《中国煤
炭报》《当代矿工》《陕西工人报》等多家媒
体采用。事后，冯老师对我说：“干宣传要
具备政治意识、新闻的发现意识、主动意识
和人文关怀意识。作为矿区通讯员，要多
讲煤矿故事、讲矿工故事，要把生活中最美
员工的事迹宣传出去，让更多的人来了解
煤炭企业是如何应对市场，了解矿工是怎
样在井下勤奋工作，怎样立足本职弘扬工
匠精神。同时干宣传还要有勤学苦练的思
想准备，要多看书、看报、多看优秀作品。”

我离开韩城矿区已近 8 年，但冯骁老
师的谆谆教诲如春风、似甘露铭记于心，
我会为自己深爱的工作加倍努力，并
用知识充实头脑，用敏锐的目光观
察生活，及时报道矿区发展中的
好人好事，为矿区高质量发展鼓
劲加油，用优异的成绩回报老师
的教育之恩。

（彬长矿业小庄矿 关国凤）

谆谆教诲 铭记于心
——记我的新闻写作导师冯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