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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最美女教师，
把7个孩子全送上大学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供图：受访者

扫一扫，看最美家庭
的教子有方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刘喆 王文
轶）老来多健忘，唯不忘亲

人。97 岁的谭爹爹因为思念

82 岁的亲妹妹，又怕麻烦晚

辈，仗着自己身体还算硬朗，

居然独自出门，跨越半个长

沙城 30 多公里去找乡下的

妹妹，结果一不小心还是迷

了路，到了铁路边上再无力

行走。好在热心村民发现后

报告给铁路民警，大家一起

帮忙找到了他的家人。

11 月 19 日 10 时 50 分

许，长沙铁路公安处长沙北

站派出所民警接到村民报警

称，铁路边有老人行走。正

在 巡 线的民警立即赶赴现

场，只见一位老人手拄拐棍，

站在铁路旁小路处，背倚在

护坡上，稍显疲乏。

民警立即与铁路职工一

同将老人搀扶下了铁路。老

人仅能说清自己姓谭，从长

沙市区过来找亲人。民警再

问其亲人联系方式，谭爹爹

半天说不清楚，身上也未带

任何证明身份的证件。

随后，民警一边搀扶着

谭爹爹就近在桥驿镇禾丰

村村民家落脚休息，一边询

问沿途遇到的当地村民是否

认识谭爹爹。无果，民警只

得联系当地村委，询问哪家

有符合谭爹爹特征的亲戚。

一小时后，一位带着小

孩的大妈路过，看到了谭

爹爹惊道：“大舅舅！你怎

么在这里咯？都没和我们

说一声！”

原 来， 谭 爹 爹 今 年 97

岁了，十分想念自己的妹妹，

于是没跟家里人说 就独自

出门。妹妹家住 30 公里外

的长沙市望城区桥驿镇禾丰

村，谭爹爹靠着依稀的记忆，

从岳麓大道乘坐几个小时公

交车终于到了禾丰村，却不

知不觉走到了铁路边，迷了

路。看到谭爹爹平安无事，

外甥女吴大妈不断向民警表

示感谢。

女儿是北大学霸

“我的孩子从小就没有让我太操心。”11 月 19 日，李玉华回想起
女儿朱玉慧兰成长中的点滴，如此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玉华是张家界市慈利县第一中学的政治教研组组长，丈夫也在
同一所学校任职。在争取累累教学硕果的同时，李玉华没有落下对女
儿的悉心教育，如今，不仅女儿成功考上北京大学，她还教育 6 个侄
子女考上大学，而学生们也亲切称呼李玉华为“妈妈老师”。2019 年，
李玉华一家被评为湖南省“最美家庭”。

■妇联星空

永州市“最美家庭建设学习会”走进企业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唐天喜）“家庭的幸福感

从何而来？子女教育的成功

从何而来？事业的成功从何

而来？”为了解决企业员工

和消费者们在家庭生活中的

这些困惑，11 月 16 日下午，

永州市妇联党组书记、主席

黄玉芳来到恒康医药集团开

展了“最美家庭建设学习会”

活动。永州市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黄秋莲，永州市妇联

兼职副主席、恒康医药集团

董事长赵亚辉与恒康员工、

会员及家属共同参与学习。

■资讯

实行“捕诉一体”办案机制

湖南省检察院内设机构改革全面完成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

者 唐天喜 通讯员 唐龙海 刘
士琳 ）“刑事检察‘捕诉一

体’，第九检察部专门负责

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原民事

行政检察处一分为三……”

11 月 18 日，湖南省检察院

举行内设机构改革新闻发布

会，通报了内设机构改革总

体情况。此次改革，省检察

院设置 22 个内设机构，其

中业务机构 12 个。

省检察院党组成员、政

治部主任董石桂介绍，省

检察院机关内设机构改革

后 共 设 置 22 个 内 设 机 构，

其中原民事行政检察处一

分为三，组建了民事、行政、

公益诉讼三个检察部，而

且检察业务部领导职务由

过去的“处长”、“副处长”

全部统一称谓“主任”、“副

主任”。 

同时，按照案件类型组

建的专业化刑事办案机构，

改变了过去批捕、起诉分离

的运行模式，实行“捕诉一

体”办案机制，一类刑事案

件由一 个机 构、一 个办案

组、一个员额检察官办案组

负责办理到底，统一履行审

查逮捕、审查起诉、补充侦

查、支持公诉、诉讼监督等

职能，切实提升检察官办案

专业化水平，提高办案质量

和效率。

据介绍，11 月 15 日上午，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机关召开

全体干部大会，宣布了机关

新组建内设机构的人员安

排 方案，新的机构正式 挂

牌运转，履行工作职能职责。

此外，市（州）县检察

系统的改革也正在紧锣密鼓

进行。

新闻发布会由湖南省检

察院政治部副主任彭志敏主

持，省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

（兼）、干部处处长雷戬楚回

答了记者提问。

97岁老人为见 82岁妹妹
跨越半个长沙城，结果迷了路

李玉华教育女儿的成功经验是

可以复制的。

因为兄弟姐妹在外打工，李玉

华把 6 个侄子女接来家里和朱玉

慧兰一起长大。李玉华待这些孩子

如同自己的女儿一样，这些孩子也

纷纷考入了大学。

而从 1996 年教学至今，李玉

华已经送走了多届高中学生，也

将自己教育女儿的经验带到了班

上。

“我愿意和学生们平等交流。”

李玉华表示，青春期的孩子开始了

解世界，但是了解的程度还不够高，

为了不让孩子们在这过程中做出

错误的事情，她格外关注孩子们

的情绪。

“我不会特意将他们叫到办公

室进行询问。”当看到班上有孩子

情绪出现异常的时候，李玉华会

假装随意和孩子聊天，不经意间

的聊天中，孩子就会将问题或困惑

说出来。面对孩子出现的问题，李

玉华也不会急于下结论，而是针对

学生的成长环境，引导他们进行自

我判断。

除此之外，李玉华还会趁着节

假日期间，将留在学校的留守孩子

们叫到家里吃饭，满足孩子们过节

团聚的期盼。学生有进步时，她会

以赠书赠言来鼓励，她班上几乎每

个学生都有她赠送的书籍。

现在，李玉华已经成为了孩子

们尊敬的一个“朋友”，被学生称

为“妈妈老师”。她也多次被评为“优

秀备课组组长”、“优秀班主任”，

2017 年还被评为张家界“最美女

教师”。

“我应该算是放养孩子的家

长。”45 岁的李玉华和丈夫朱辉

平同为慈利县第一中学的教师，

虽然工作繁忙，但是从孩子幼儿

园时期开始，李玉华就坚持亲自

教导孩子。

李玉华说，虽然是第一次做

母亲，但她坚信“孩子是一个独

立的个体，应该有自己的空间”。

在这种信念的支持下，李玉华给

予了女儿更多的独立空间，尝试

着和女儿平等对话。

李玉华记得，女儿朱玉慧兰

刚开始学习英语的时候，成绩不

是很理想。为此，李玉华特地趁

女儿休息时，和她进行了一场谈

话，“我没有告诉她必须要把英

语学好，而是告诉她为什么要学

习英语”，并给她留了思考的时

间，“然后，她自己就慢慢意识

到了英语的重要性”。

“我们习惯让女儿学会自己

判断。”李玉华告诉记者，在孩

子成长的过程中，她和朱辉平更

习惯给孩子设置底线，而在底线

内，女儿则需要自行判断，“刚

开始，她还小，就不太理解，但

是后面我们说多了，也就慢慢明

白了”。

而每次朱玉慧兰告诉李玉华

自己遇到的趣事时，李玉华也一

定会停下手中的事情，认真倾听

并回应，“不然下次她就不会再

说了”。

让女儿从小学会自己判断

假期，李玉华带着家人去韶山
参观。

言传身教，为孩子塑造榜样

因为教学任务的不同而导致工

作时间不固定，李玉华和朱辉平

约定好“谁有时间，谁就来照顾孩

子”，也说好“如果两人同时有事，

绝不离开孩子太远或者太久”。而

一旦有时间，李玉华和朱辉平就会

陪着女儿，“阅读、锻炼身体和旅

游是我们家必须要做的三件事”。

李玉华从小就喜欢读书，工作

后一有空闲，就会拿出一本书来看。

小小的朱玉慧兰看着妈妈读书的

样子，就会学习妈妈的做法，并喜

欢上了阅读。随着阅读量的增加，

朱玉慧兰逐渐开始和父母讨论书

中的世界，“我们喜欢讨论余秋雨

的文章”。

因为相信“读万卷书，行万里

路”，李玉华和朱辉平会经常带着

孩子出去游玩，而在旅游的过程中，

余秋雨描述各地的文字则成为了一

家三口讨论的重点。

因此，朱玉慧兰从小学开始担

任过班长、学生会干部，还连年

被评为“三好学生”。如今，朱玉

慧兰在北京大学就读，“学校和专业

都是她自己选择的”。

被学生称为“妈妈老师”

毕业前一天，“妈妈老师“与孩子们把教室打扫干净后一起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