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易近人、充满爱心的叶老师
会用欣赏的眼光看孩子，善于发现
孩子身上的潜能，经常帮助、鼓励孩
子。”“叶老师经常到学生家中家访，
嘘寒问暖，辅导学生都是免费的，有
学生交不起学费，她也会先垫
上。”……谈起叶老师的好，家长们
如数家珍。

从1983年叶七桂成为中伙铺
镇泉洪岭村小学的一名老师，到
1994 年，叶老师调入镇小。再到
2002年，叶老师主动请缨，只身一
人去到了边远的天井山小学。

天井山小学就连基本的用水都

是问题，叶老师只能每天提着桶去
很远的地方取水。叶老师的父母曾
多次试图劝说女儿回镇里工作，但
都被她拒绝了。

为此，当地很多学生家长为了
感谢叶老师的付出，把成筐的鸡蛋、
红薯往叶老师家里送，但都被叶老
师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

2021年 6月的一天，小明（化
名）同学的母亲因为一场大病动了
手术，在医院住了几个月，叶老师得
知情况后，提着牛奶、水果到医院多
次去看望。还亲自把小明接到自己
家里照顾，她从未停止对小明的关

心，再忙再累，她都耐心地帮他补习
功课。家长称她是“及时雨”，家里
的救命星。

在学生家里遇到困难时，叶老
师会伸出援助之手，尽她最大的能
力帮助家长。尤其是班级里比较困
难的几名学生，她多次向上级部门
提出申请，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家
长们非常感谢她。赞她“雪中送
炭”，学生有这样一位像妈妈一样的
老师，做家长的心里踏实而高兴！
有一位家长代表给她送了一面锦
旗，感谢这位像母亲一样深爱学生
的好老师！

“乡村的孩子淳朴，在我眼里，他们都是好孩子，没有
好生和差生之别。”9月4日，说起自己的学生，叶七桂满
脸骄傲，这么多年来，她始终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个学
生。

叶老师在赤壁市中伙铺镇中学任教时，班上有个学
生，因为总是调皮打架、迟到早退，是学校里有名的“问题
生”，叶老师曾用教师威严来震慑过，也曾语重心长地晓
之以理……这些方式，都未曾让这个孩子有所改变。

然而，一次偶然轻柔的抚摸，让叶老师看到了这个孩
子发自心底的微笑。这一刻，从教多年的她才明白，让孩
子感受到老师发自内心的关爱才是关键。

自从叶老师接手后，短短一年时间，“问题生”成了认
真学习、尊敬师长的好学生。

这名学生的爸爸十分感慨：“他八年级时我每周要到
学校处理问题2、3次，实在拿他没办法。可到了叶老师
班上，孩子有了很大的转变，非常感谢叶老师不离不弃的
教育和辅导。”

除了学习，叶老师还非常关心学生们的身体状况。
2022年2月份的一天，留守学生小魏突然感觉心脏不
适，意识到事态严重，叶老师第一时间把小魏送到了医
院，所幸发现及时，病情得到控制。

此时距离重点中学招录考试仅剩一个月不到，为了
帮助小魏尽快跟上学习进度，叶老师索性将他接到家中，
照顾起他的生活起居。

当时有同事劝叶七桂说：“你多关心下就行了，还是
不要接到家里，万一出了什么事，谁负责呢。”但叶老师坚
持道：“这不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吗，我怎么能放任不
管呢。”

最后，在叶老师发自内心的关爱下，小魏以优异的成
绩被赤壁一中实验班录取。即使现在上了高中，小魏也一
直和叶老师保持联络，叶老师已然成了他最亲近的长辈。

“别看叶老师长相和蔼可亲，
但管起班级来，却是铁腕作风，学
生们都敬她、爱她，老师们也都服
她，学她。”在中伙学校领导和老师
心中，叶老师是临危受命的救火英
雄。

2021年9月，经学校领导决定，
将已经退休的叶老师返聘回校，想
要她来接手九（2）班的语文老师兼
班主任。

过去，九（2）班是一个在期末统
考全市成绩倒数第一的班级，也是
一个没人愿意接手的烫手山芋。这
时叶老师感到压力倍增，但她却选
择了迎难而上。

刚一接手，叶老师就利用暑假

的休息时间，整理出一份名单，从村
头到村尾，挨家挨户到所有学生家
里家访，了解学生的学习环境和学
习情况，再制定出不同的学习方案
和目标。

为了节省出更多的时间管理
班级，她将洗漱用品、衣物、毯子、
折叠床都放在办公室里，以便第一
时间了解学生的情况，随时随地辅
导孩子写作业，帮助有困难的学
生。

这样的高强度工作对于已经接
近花甲之年的叶老师来说，身心压
力无疑是巨大的，很多人劝叶老师
不用这么拼，她却觉得：“喊破嗓子，
不如做出样子，要想正人，必先正

己。”
在叶老师身体力行的影响下，

九（2）班的学生一改往日拖沓懒散
的作风，个个奋勇学习力争上游。
经过师生的共同努力，这个班在当
年的中考中，46人过普通高中分数
线，10人过重点高中分数线。

光荣在于平淡，艰巨在于漫
长。叶老师日复一日，在乡村一扎
根就是四十年，用平凡的坚守，书写
着不平凡。曾经的金嗓子如今早已
沙哑，以往年轻的容颜现在也日渐
憔悴。但她始终牢记自己对教育事
业的初心和使命，用爱心和智慧指
引身边年轻教师的成长方向，点亮
万千乡村孩子的人生梦想。

咸宁微观

女人和花，流传千年的组合。近两年，
在我市崇阳县白霓镇境内的白霓村，却盛
传着一个关于女人与蔷薇花的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女人改
变一群女人，一朵花改变了一条街的故
事。”9月12日，记者走进白霓村时，该村
妇联主席柯倩介绍。

一座庭院美了一条街巷

“我很庆幸，自己在街头巷陌，发现了
一个爱种花的女人！”柯倩言语中透着“傲
娇”。

她告诉记者，白霓村位于白霓镇东南
部，全村1162户、4632人，共有18个小
组。2022年，实施美好环境与幸福生活共
同缔造活动的号角吹响，该村率先启动。

然而，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时却让
“村两委”犯了难：如何充分调动群众积极
性，聚群众之力、集群众之智、谋群众之利，
成了当务之急。

当时，正值蔷薇花开的时节。有一次，
柯倩入户走访时，路过一处庭院，看见院墙
上爬满了红色蔷薇。微风吹过，满墙的繁
花在风中摇曳生姿，淡淡的清香流淌在幽
深的巷陌里，顿时让人心旷神怡，路过的行
人与游客纷纷驻足拍照留念……

柯倩一番打听后得知，庭院的女主人
名叫金素华，左邻右舍都亲切地称呼她“金
姐”。她的丈夫叫谢首刚，夫妻俩都是崇阳
县人民医院的退休职工，子女远在昆明工

作。夫妻俩原本住在县城，但看到近年来
老家的变化后，就决定回村“养老”。

平日里，金姐是一个热心肠，性格温和
直爽，与邻居们相处得很好。回村后，她将
闲暇时间几乎全用来种花。时间一长，她
与邻居们的交往越来越密切，她家的院子
也越来越美了。平日里，大家有事没事都
喜欢到她家坐坐，聊聊家常。

“花开满园，花香满街，不正是缔造美
好环境，建设幸福家园的务实举措吗？如
果把全村的妇女同志都发动起来，那村庄
该变得有多美？将形成什么样的效果？”一
个大胆的想法在柯倩脑海里萌生。

一处美走向了一片美

“金姐，能不能带领大家，把村庄建得
像你家花园一样美？”柯倩找到金素华，希
望她带领村里的姐妹们一起种蔷薇花，扮
靓湾组。

“我觉得值得一试！”金素华犹豫一阵
后满口答应。

当晚，村妇联就组织召开妇女代表会，
喊来了胡家堰、童家湾、谢家桥等各个湾子
的“大妈大姐”们参会。

“大家在平常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现
在到了发挥我们半边天作用的时候了！”会
上，金姐“直中要害”：

门前的这条街道紧挨着旅游公路，车
来车往，人流不息。但很多人家门口乱堆
乱放，不仅让村庄“颜值”大打折扣，也让人

居环境很不理想。
“不如，咱们把这条街扫干净、码整齐，

然后我来给大家免费种上蔷薇花，这样一
来，家里不仅干净了，也变漂亮了，大家觉
得怎么样？”金姐建议。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柯倩的手心更是
捏了一把汗，害怕这个想法还没开始实施
就被扼杀在摇篮里。

过了一会，村民王大姐第一个回应：
“我非常羡慕金姐家的蔷薇花，这个想法
好！”

“搞卫生是我们妇女的拿手活，这点小
事肯定能做好！”60多岁的汪大姐随声附
和……

就这样，会场又热火朝天地讨论了起
来。忽然，有人提议给这条街取个名字。
有人说应该叫蔷薇街，有人提议叫红花街，
最后在大家的商议下，这条街被命名为：

“幸福蔷薇街！”
随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种花”行动，在

这里蔓延开来。很快，种植蔷薇花的人家
已达80多户，花墙绵延一千多米，还在不
断向周边村庄扩展。每逢蔷薇花开时，就
变成千米幸福长街。

“美丽事业”成就幸福家园

在咸宁市、崇阳县和白霓镇妇联的大
力支持下，以金姐为核心的白霓村姐妹志
愿服务队成立，队员从最初的3人发展至
今已有33人。

她们组织动员妇女群众认领共管区域和
事务，带着家属一起参与“九字动手法”——
扫干净、码整齐、讲文明，将房前屋后扫干
净，屋里屋外码整齐、禁鞭禁塑禁散养。

不仅如此，“红花之家”妇女议事会
——“金姐议事角”也随之成立。

“金姐议事角”形成“三议”听事机制：
一议家风家训，二议村庄发展，三议矛盾纠
纷，充分发掘妇女的特长与技能，发挥女性
爱美、懂美的优势，以缔造蔷薇一条街为载
体，美化各家庭院和美丽村庄建设……

眼下，幸福蔷薇街正沿着旅游公路向
前延伸，与附近的古桂公园、远陂堰等优质
旅游资源形成线路循环串联，成了各地游
客“打卡”的好去处。

不仅如此，白霓村1900多名妇女已在
着手将种花当做“美丽事业”和“美丽产业”
干，启动建设共享花园、阳光花屋、大棚花
圃、水果采摘园并成立花木合作社。

前不久，“红花之家”幸福蔷薇街已被
选定为崇阳县2023年党建带妇建、促进农
村基层社会治理示范点，还成功当选湖北
省“姐妹共建·幸福家园”的示范样板点。

目前，这里正围绕“九个一”的年度创
建目标稳步推进，一个党小组、一条示范
街、一首好街歌、一条好街训等创建工作正
如火如荼地进行。

一朵蔷薇花，不语也倾城。一朵小小
的蔷薇花，不仅让白霓村美了环境，还凝聚
了人心，更“红”遍了全网！

一朵蔷薇花 不语也倾城
——来自崇阳县白霓镇乡村治理的故事

本报记者 马丽娅 通讯员 刘月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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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城代办获点赞
纾困解难送温暖

本报记者 王恬 通讯员 吴敏

咸安区温泉街道金叶小区居民胡琴，由于女儿查
出先天性心脏病，于今年2月份到武汉协和住院。

在得知可以申请“李家杰珍惜生命基金”，远在武
汉带孩子治疗的胡琴心急如焚。丈夫在外务工无法赶
回帮助办理，于是胡琴找到了香城代办员李晚霞协助
她申请救助。

李晚霞二话不说帮助其填表并“远程”收集资料，同
时驱车前往民政部门帮助其成功申请到救助资金，私下
里更是通过微信和电话给予胡琴很多的开导与安慰。

同在金叶小区的居民王丽霞，因病双耳失聪，就近
在超市找了一份工作贴补家用。由于多年前植入的人
工耳蜗老化听力减退，在超市上班经常受他人挤兑，最
后被超市辞退。

李晚霞得知此事后，亲自带其前往超市与人事主管
沟通帮助其落实解聘手续，后又带其前往市民之家申请
失业险办理，由于超市的社保都交在武汉硚口区，李晚
霞更是辗转多次、多方联系，帮助其在武汉硚口办
理成功。

“作为一名香城代办员，我有义务帮助每一位前来
求助的居民。”李晚霞说。

村民因故办证难
民警上门解忧愁

本报记者 李嘉 通讯员 隽公宣

“谢谢警察同志特事特办，上门给我们办证，你们
辛苦了！”日前，通城县麦市镇花园村90岁的何奶奶接
到驻村辅警送来的身份证激动地说。

何奶奶年事已高，早年因车祸导致腿脚行动不方
便，身份证失效多年未重新办理，派出所民警在入户走
访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向所里汇报，为何奶奶加
急办理身份证。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何奶奶是通城公安为民办实事的受益者之一。近
日，通城县公安局城北派出所、麦市派出所在走村入户
摸排时，发现辖区部分居民因为生病或行动不便，无法
到派出所办理证件，但又急需证件办理业务。

了解群众诉求后，通城公安特事特办，主动为行动
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办证服务，打通为民服务的“最后
一公里”。办理好证件后，派出所安排驻村辅警送证上
门，获得了辖区群众的一致好评。

民生无小事，点滴见初心。今年以来，通城公安累
计上门办证80余次，送证上门1500余次。

扎根乡村40年，用爱照亮孩子前行。

她叫叶七桂，1983年，17岁的她就扎

根乡村学校，身兼数职，从一所村小到另

一所村小，省吃俭用，把工资拿来资助孩

子，休息时间也花在了照顾、辅导孩子上，

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叶妈妈”。

用爱照亮孩子前行
——记咸宁市道德模范叶七桂

本报记者 黄柱 特约记者 但唐静 通讯员 龚小平

幸福家庭生变故
坚强妈妈渡难关

本报记者 王奇峰 通讯员 徐业

9月7日，在赤壁市茶庵岭镇八王庙村一组的欣晴
猕猴桃采摘园内，绿油油的藤架下，饱满的猕猴桃挂满
枝头，一波又一波游客慕名前来采摘。

果园主人饶君一边招呼游客，一边忙着采摘、打
包，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如果不是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很难想到饶君曾
经遭遇变故。2019年11月的一个晚上，饶君的丈夫
在一场交通事故中身故。还没有从痛失亲人的变故中
回过神来，债主却找上了门。

面对巨额的债务，饶君没有回避，也没有被打倒。
2019年腊月，她开始自学摸索猕猴桃栽培技术。为了
减少支出，饶君凡事亲力亲为，吃住都在果园。

种植过程中，饶君秉承“绿色、生态、环保”的理念，
坚持施用有机肥，对果树进行绿色防控，不使用除草
剂、膨大剂和催熟剂。这样做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产量，
摊大了经营成本，却保证了猕猴桃的品质和口感，赢得
了消费者的青睐。

功夫不负有心人。饶君的辛劳付出终于有了回报。
2022年，饶君的果园终于顺利挂果。虽然气候干旱，但
因管护得当，预计今年果园收益十万元以上。

1 用心关爱助成长 2 用情慈爱送温暖

3 用力深爱育人才

小区圆桌听民意
现场协调解民扰

本报记者 黄柱 通讯员 蒋丽华

9月11日上午，赤壁市蒲圻街道鲫鱼桥社区组织
在粮食小区召开“圆桌会”，对前期居民反映要求将小
区纳入老旧小区改造问题进行统一回复，宣传老旧小
区改造政策法律法规并同时收集小区问题线索，现场
协调解决矛盾纠纷。

为了更好地听民声、集民情、解民忧，此次会议，社
区党委干部、小区包保单位、粮食小区支部成员和居民
代表参会，大家“面对面”共同商谈。

本次“圆桌会”主要就粮食小区前期在综合治理方
面的问题，如小区卫生、道路狭窄、乱搭乱建以及公共
设施老旧等问题进行讨论，通过倾听民声诉求、共商共
议为小区建设建言献策。

会上居民代表们讨论激烈，你一言我一语，纷纷提
出自己的意见，网格员将居民们的意见一一记录下来。

“圆桌会”切实收集到了群众实实在在的民意，鲫
鱼桥社区负责人应勇说，针对这次在会议上收集到的
难点问题，将从百姓生活的地方出发，下大功夫，充分
搭建“有事一起议”“有事一起想”“有事一起做”的良好
社区治理平台，全力解决群众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