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把学生的课堂搬进自家客厅

钟锦莲：郴州市桂东县
三洞乡竹坑村小学老师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老师，新年好！”3 月 1 日清晨，乡村

教师钟锦莲在自家的客厅里为竹坑村小学

的孩子们开始了羊年的第一堂课。

在郴州市桂东县三洞乡，几乎没有人不

认识钟锦莲。1976 年，坐落在大山深处的

竹坑村小学建成，这也是目前该县最破旧

的村级小学之一。学生最少时只有六七人，

最多时也不过二十几人，而招聘教师则成

了学校面临的最大难题。 

“ 没 有 人 愿 意 去 教 书， 所 以 我 去。”

1978 年，年仅 19 岁的钟锦莲刚好要参加

工作，她选择了去竹坑村小学任教。一开

始，面对一群五六岁到十几岁不等的学生，

她不但要负责教授所有的课程，还要照顾

学生们的生活起居。繁杂的事物让钟锦莲

这个大姑娘有些手足无措。

重压之下，钟锦莲有想过离开，但她

又担心，万一自己走了，却没有老师愿意

来接手工作，孩子们就得停课了。念及此，

钟锦莲咬咬牙，还是坚持了下来——而这

一坚持便是 37 年。

在一个山村小学一待就是 37 年，这对

一个女人 来说并不容易。2006 年，钟锦

莲的丈夫突发脑溢血瘫痪在床。顶梁柱倒

了，为了治病，家里负债累累。儿子不得不

远走广东打工，钟锦莲只能独自照顾丈夫。

此外，她一边要处理学校的工作，一边还

要扛下原本由丈夫来做的农活。村民们都

以为，这下钟锦莲不会再去学校了。没想到，

钟锦莲还是挺了下来。

钟锦莲的坚韧也感动了不少家长。“这

些年，一到农忙时节，很多家长只要有空

就来帮我插秧、收稻子。逢年过节，学生

家长还会发短信，给我支持和鼓励。”

如今，竹坑村小学年久失修的教室正

等待重建，损坏的课桌需要重新购买……

然而，做这一切所需要的钱从哪里来却成

了摆在校长兼老师的钟锦莲面前最大的难

题。索性，她把课堂搬进了自家客厅，在

学校就读的 12 名学生也成了每天在钟锦莲

家出入自如的“家庭成员”。

钟锦莲的付出，也让她收获了孩子们

的爱。

“老师，我可以帮您照顾家人。”2014

年的最后一堂课结束后，学生们都陆续

离开，而 5 岁的朱雨婷留了下来。小女孩

拉着钟锦莲的衣袖，说 ：“我来帮您烧水，

您休息会儿吧！”

正是有了这样的幸福循环，让钟锦莲

更是舍不得这份工作。尽管即将迎来 55 岁

生日，也可能将要从乡村教师的岗位上退

休，但钟锦莲依旧精神抖擞地备着课。

就 在“ 三 八”国 际 妇 女 节 即 将 来 临

时，钟锦莲在教本上写下了一个美好的心

愿——“我退休后，希望有更多的老师来

到这里，让每一个农村孩子都有书可读！”

岳阳女企业家黄素萍—— 每一个奋斗的日子都是节日

黄素萍：湖南竹林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旦 
3 月 1 日，正 好 是黄素萍公司的新年

开工日。这段时间，黄素萍一直很忙，年

前忙着去看望自己资助的学生，年后则忙

着公司的各项事务。在接受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采访时，她才猛然记起“三八”妇

女节已近在眼前 ：“哎呀，我们女人的节日

就要来了，你看我都没时间给自己放个假。

不过，对我来说，每一个奋斗的日子都是

属于我的‘三八节’。”

奋斗，是这位岳阳市的女企业家闯荡

商海时身披的铠甲。黄素萍从做建材生意

起步，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打拼，2007 年，

她创办了湖南永德利亚电气设备经营有限

公司，主营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等产品。

后来，黄素萍又自主创办了湖南竹林电气

设备有限公司。目前，该公司的年产值已经

达到了 2000 万元。

爱心，则是黄素萍内心最柔软的风景。

“饮水思源，家乡发展萦梦里；图新依旧，

故里蓝图藏心间”——在家乡人对黄素萍

的赞誉之下，是从 2007 年至今，黄素萍捐

资 700 万元，为家乡助学兴教、扶老济贫、

修桥补路、改 水架电；她帮助村里修建

水泥马路，给很多村庄免费安装路灯，还

花了近 400 万元帮助望塔村恢复文物古迹

……

同时，为了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黄

素萍选择了将公司设立在家乡——岳阳汨

罗市望塔村。她还通过各种方式带领大家

一起“走出去”，让老百姓到娄底、怀化等

地从事工程方面的工作。从 2007 年至今，

黄素萍一共解决了当地 3000 余村民的就

业问题。

作为企业家，黄素萍推崇实干精神；

而谈及社会公益事业，她也是个不折不扣

的热心人。每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国

际助残日、重阳节等节日，黄素萍就会从

繁忙的工作中抽出身来，去学校、福利院

看望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为了帮助戒毒人

员，黄素萍不仅给他们送去物资，还与他

们贴心交流，希望通过自己的爱心与鼓励

让他们早日脱离毒瘾的控制。

新的一年，黄素萍也有很多新打算。

除了将爱心活动继续坚持下去，对于自己

的事业，黄素萍也早就有了一份蓝图：建

立一个新的矿泉水生产基地，还要积极发

展农家乐，带动当地村民致富。

全国道德模范廖月娥——   让孤寡老人老有所依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徐美龄

廖月娥是岳麓区坪塘街道新合村的一

名普通农村妇女——但她又是不普通的，

因为她“人见人夸”。 

这可不是夸张，因为从 1983 年至今的

30 余年里，廖月娥先后无偿照顾 5 位没有

任何血缘关系的孤寡老人和残疾人，并为

其中 3 位养老送终。孝老爱亲，上善若水，

廖月娥的善行不仅感动了周边邻里，也感

动了中国。2013 年，廖月娥被评为全国道

德模范。

廖月娥第一次把村里的孤寡老人接回

家赡养是在 1982 年。当时，同组的五保老

人廖兴红跟廖月娥养父母的关系一直很好，

老人 72 岁了，身体不好，养父母非常担心。

廖月娥了解到养父母的“心事”后，和丈

夫一道，将廖兴红接回了家，由自己照顾。

自此，廖月娥端茶送水，做饭洗衣，照顾

了廖兴红 13 年。1995 年 4 月，84 岁高龄

的廖兴红去世，廖月娥和丈夫为他热热闹

闹操办了丧事。

自从把廖兴红接回家以后，廖月娥也

对孤残乡邻多了份关注。同村的任国华老

人，小时候因一场重病瘫痪在床。1986 年，

廖月娥夫妇便将他接到了家中。无论寒暑，

无论农活多忙，她都按时将一日三餐送到

任国华跟前。任国华患有洋脚病，腿脚经

常流脓水，气味难闻，但廖月娥夫妇和两

个孩子从不嫌弃，还亲自给他洗脚。如今，

在廖家一楼的卧室里，北边的墙上还有一

个洞，那是当年廖月娥的丈夫专门用钻机

钻出来，接一条管子，以方便任国华小便的。

就这样，身患重病的任国华到 2002 年去世，

一共在廖月娥家生活了16 年。

所谓“百事孝为先，孝为百行源”，廖

月娥也成了当地村民们用来教育子女、劝

解邻里纠纷的榜样。而廖月娥的儿子廖虎

更是在妈妈的影响下，也与住在家里的老

人们有着深厚的感情。

廖兴红老人去世后，廖虎怕任国华老

人感到孤单，便主动提出陪他一起住 , 这一

陪就是 6 年。“后来，任伯伯也去世了，妈

妈一直掉眼泪。如今，妈妈都还常拿任伯

伯的照片给我看。我知道，妈妈舍不得他。

妈妈的言行也影响着我，我为她骄 傲。”

廖虎说。

在获评全国道德模范后，廖月娥希望

能帮助更多的孤 寡老人，但她家的住房

条件不太好，也比较紧张，于是，她便有

了“在家门口建个养老院”的心愿。经过

多方努力，2014 年 11 月 21 日，以廖月娥

的名字命名的敬老院在长沙市岳麓区平塘

街道建成，廖月娥出任名誉院长，主管敬

老院的工作。到 2015 年春节，敬老院已

经有 25 名五保老人入住，年后的半个月，

更是每天都有老人搬进来。廖月娥如今

的愿望，便是能够照顾更多的老人，也把

老人照顾好。 

从 20 岁到 50 岁，廖月娥把一个女人

最美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这个特殊的家

庭。现在，廖月娥一家八口人，三代同堂，

过得幸福和睦。她家也多次被评为“五好

文明家庭”、“学雷锋标兵户”。
廖月娥：廖月娥敬老院
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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