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新气象

11月1日晚，新邵县小塘镇红星小学
42 岁的女教师肖成香悄悄来到一名留守
女童家里，陪伴她度过10岁生日。

从18岁开始，从邵阳师范毕业走上乡
村讲台的肖成香，就给农村孩子特别是困
难留守孩子当起了“妈妈老师”，这一当就
是整整24年。

“我在农村生，农村长，深知农村孩子
成长的不易。身为人民教师，我有责任和
义务给每位孩子以知识和温暖，别无选
择。”肖成香表示。

留守孩子杰杰成绩优秀，但他与高他一
个年级的哥哥一样，性格过于内向。肖成香
通过家访了解到，其父常年在外打拼，母亲离
家出走杳无音信，两个孩子长期跟着家中高
龄老人生活，时间一久都变得沉默寡言。

“我一定要让这两个孩子开朗起来。”
肖成香挤出时间，到杰杰家辅导哥俩学习，
跟他们一起做游戏，还引导老人与孩子沟
通交流。慢慢地，杰杰两兄弟上课开始举
手提问了，下课与其他同学谈笑风生。“感
谢肖老师，是您挽救了我两个儿子！”回家
探亲的杰杰爸爸一手搂着一个孩子，一边
鞠躬一边对肖成香说。

有一年，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孩子秀秀
家庭突发重大变故，导致性情大变，每到上

课就唱歌，还多次与老师顶嘴。“如何让孩
子迷途知返？”肖成香特意到邵阳拜一名心
理专家为师，最终用专业心理学知识帮助
秀秀走出了心理阴霾，重新成为品学兼优
的学生。“我知道，为了改变秀秀，肖老师搭
上了两个月工资和大量时间、精力。”一位
熟悉肖成香的同事介绍。

随着农村物质生活的改善，有些小学
高年级学生提前进入青春期。对此，肖成
香精心制作课件，组织学生分性别上生理
卫生课，给他们讲解青春期的身心变化以
及注意事项，让孩子们正确认识自我，促进
身心健康成长。

在肖成香的学生中，还有孩子面临生活
困境。肖成香深知，仅靠一个人的力量，无
法帮助所有的贫困孩子渡过难关。2018年
和2019年，她利用周末为困难留守儿童上
门拍照，跑村部打证明，上传资料，给15名留
守孩子争取到唯品会公益助学金32000元。

肖成香执教的红星小学曾经转来一名
特殊学生。这名学生行动不便，每天靠奶
奶扶着上学、放学，祖孙俩执着求学的事迹
令人感动。肖成香找到一家公益组织，撰
写材料为孩子申请爱心救助，但救助资金
需要严格审批，一时半会批不下来。肖成
香担心耽误孩子学习和生活，自掏腰包将

钱送到孩子家中，并善意地告诉奶奶：这钱
是从县里批下来的。

2018年5月，肖成香结对帮扶5户贫困
家庭，其中涛涛家贫困程度最深。涛涛父
逝母嫁，爷爷患有肺结核。她在倾心资助
结对家庭每个孩子并引导其好学上进的同
时，积极帮助其家庭各自发展产业，最后成
功帮助这5户家庭全部摘掉了贫困帽子。

2020年春节期间，新冠疫情来袭。从
当年2月16日到4月20日，肖成香坚持每
天为学生上网课，宣传疫情防控知识，孩子
们纷纷在网上留言：“有肖妈妈老师在，我
们什么都不怕！”

“很少有人知道，出色担任留守孩子
‘妈妈老师’24年的肖成香，其实自己背负
着沉重的家庭负担：一个孩子不幸患上骨
癌，丈夫患有糖尿病，婆婆中风，公公也有
心脏病……”红星小学负责人介绍。

在今年庆祝建党 100 周年之际，肖成
香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这，也
是对她无私奉献的最高褒奖。

肖成香：乐当留守孩子的“妈妈老师”
邵阳日报记者 袁光宇 通讯员 童中涵 何爽

根据《关于开展“新
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
动 的 通 知》（邵 文 明 办
【2021】2 号），市文明办、
市教育局、团市委、市妇
联、市关工委等部门，在
全市开展了 2021 年第三
季度“邵阳市新时代好少
年”推荐评选活动。经过
全市广泛发动、层层推
荐、综合评选，肖玉龙、邓
联栋等 12 名学生被评选
为 2021 年第三季度邵阳
市新时代好少年，授权本
报予以公布。

市文明办等单位希望
受表彰的同学珍惜荣誉，
再接再厉，在今后学习和
生活中取得新的更大成
绩。全市广大中小学生要
以“新时代好少年”为榜
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
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争做品学兼优
的“新时代好少年”。各地
各校要加大对典型人物的
宣传力度，引导广大未成
年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
努力成长为担当民族复兴
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季度邵阳市新时代好少年名单公布

肖玉龙 男 邵阳市第二中学
刘笑江 女 大祥区滑石小学
李禹骁 男 大祥区华夏方圆学校
雷沐菲 女 北塔区状元中学
岳诣桓 男 双清区龙须塘小学
谢樟晓 男 新邵县坪上镇中心小学
刘欣语 女 邵阳县玉田中学
邓联栋 男 洞口县西中九年一贯制学校
阳宇翔 男 隆回县万和实验学校
谭 艺 女 武冈市幸福芙蓉学校
林依萍 女 新宁县焦家珑小学
吴奕莹 女 城步苗族自治县红旗小学

●相关链接：
2021年第三季度“邵阳市新时代好少年”名单

11月2日晚，邵阳县谷洲镇广播电影
站站长刘亮像往常一样，在自家放映厅架
起银幕，调试好放映机和音响，再把观众的
凳子摆好，为晚上放映电影《建党伟业》做
准备。从1981年至今，这已是刘亮从事电
影放映工作第40个年头。

为梦想咬牙坚持

当一名电影放映员，是刘亮从小的梦
想。1981年，刘亮高中毕业，对电影有着浓
厚兴趣的他在电影放映员招聘考试中，从20
多名竞聘者中脱颖而出，成为谷洲镇的专职
电影放映员。从此，刘亮和电影结下了不解
之缘。当时，乡亲们的娱乐方式单一，刘亮
为乡亲们放映电影，在当地很受欢迎。

随着科技的发展，看电视、玩手机的人
慢慢多了，乡村看电影的人逐渐少了。原来
有6人的电影队最后只剩下刘亮一人，他凭
着对电影放映事业的热爱，孤独地坚守着。
为增加家庭收入，刘亮一边应聘担任邮政局
代办管理员，一边坚持放电影。

2008年，刘亮接到放映公益电影的任
务，时间紧任务重。深夜，刘亮从大塘村放
完电影回家，途中骤降大雨，刘亮骑着摩托
车路过一段黄泥坡路时，连人带车滑入路旁
水沟，摩托车和电影机压在他的身上，无法
动弹。附近村民听到刘亮呼救后，赶来解救
了他。得救后，刘亮不顾全身疼痛，第一反
应就是看电影机器是否损坏。次日，刘亮经
医院检查为腰脊骨折，医生要求他住院治

疗。但为了不耽误电影放映，刘亮咬牙让医
生做了简单处理后，坚持回去放电影。由于
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机，刘亮的腰伤至今未
愈，留下了后遗症。40年来，刘亮痴情电影
放映事业，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为热爱默默付出

“电影虽然辛苦，但只要乡亲们喜欢看
我的电影，我就要把电影一直放下去。”刘亮
说。40年来，电影放映早已成为刘亮心中的
执念。为兼顾不同层次观众的观影需求，刘
亮在精选一大批农民朋友喜闻乐见的优秀
电影搭配放映的同时，还专门为每个村组的
电影放映建立了放映档案。多年来，刘亮的
电影放映档案已经写满了好几本，第一本原
件被中国电影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

1984年4月的一天，刘亮在前往湾里村
放电影时，遇到了一位坐在田边嚎啕大哭的
老人。老人因为化肥使用不当，导致种植的
秧苗全部坏死，家里刚分到的责任田无法耕
种。刘亮得知情况后，当晚就利用放电影的
机会，给在场的乡亲说明了老人的情况，次
日，刘亮又挨家挨户到乡亲们家里，发动大
家把剩余的秧苗送给老人，帮助老人渡过难
关。也正是因为这件事情，让刘亮深切地感
受到农民是多么需要科学种田的技术，于
是，刘亮特意搜寻了一些农民朋友喜爱的
种、养科教短片放映，用电影宣传的方式，为
乡民们科普农业知识。上世纪90年代，刘
亮放映《西瓜栽培技术》后，谷洲镇的西瓜种

植户们热情高涨，该镇无籽西瓜的种植规模
逐年扩大，加上政府适时引导，短短三年，成
功打造了万亩优质无籽西瓜基地，谷洲镇成
为远近闻名的“西瓜之乡”。

2020 年疫情期间，刘亮放弃春节休
息，主动担负起谷洲镇疫情防控宣传工作
的重任，他自己录制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宣
传音频，在放映车上装上喇叭，挂上宣传
牌，走村入户，义务宣传新冠肺炎防控知
识。在此期间，刘亮不慎摔伤，他忍着疼
痛，每天拄着拐杖坚持宣传防控知识，足迹
遍布谷洲镇26个村的每个院落。在疫情
防控期间，刘亮巡回行驶200多公里，协助
发放疫情防控公告1000余份，劝散群众聚
集打牌40余起，劝停村民办席30多起。

如今，刘亮每年至少还要放映电影
1000 场以上。电影已成为谷洲镇一块响
当当的文化品牌，成为乡亲们文化生活中
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40年间，刘亮获奖
40余次。2015年，刘亮被评为邵阳市第四
届道德模范；2016年7月，他当选为“湖南
好人”并被评为“湖南好人每周一星”；2017
年11月，他获“邵阳县广电事业特别贡献
奖”和“湖南省道德模范提名奖”；2020年，
他荣获“邵阳市优秀志愿者”和“湖南省最
美抗疫志愿者”。

一名电影放映员40年的坚守
——记邵阳市第四届道德模范刘亮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傅畅珺

10月31日，邵阳县供电公司新时
代文明实践分中心的宣传队，来到邵
阳县谷州镇大塘村开展冬季安全用电
宣传活动。他们挨家挨户发放宣传资
料，讲解家庭安全用电等知识。

大塘村是国网邵阳供电公司乡
村振兴驻点帮扶村，也是该公司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之一。“现在村居环
境美了，大家奔小康的劲头更足
了。”大塘村党支部书记谢英武站在
大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墙体
标语前，信心满满地说。村里显眼
的墙面上还有电力志愿者创作的文
明建设宣传画，既美化了村容村貌，
又弘扬了传统文化。

村容村貌整洁有序、村民交谈甚
欢，文明之风扑面而来。“这都是供电
公司帮助我们开展文明乡村建设带
来的喜人变化。”谢英武说，自从县供
电公司在村里设点开展文明创建活
动后，村里成立红白理事会，修订完善
村规民约，禁止燃放烟花鞭炮，整治环
境卫生，杜绝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大塘村的变化是邵阳供电公司
以“文明之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倡
导文明新风的一个缩影。随着文明
建设的不断延伸拓展、完善优化，群
众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形成了人
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都有成就感
的生动局面。

10月11日，邵阳县供电公司新
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被评为全市“十大最美新时代文明实践基
地”。邵阳供电公司坚持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作为打通宣传
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平台，充分发挥
行业优势，走出一条颇具电网特色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之路。该
公司在市、县公司成立实践中心、实践分中心，在供电所设立实
践站，在13个乡村振兴定点帮扶村、127家保电重点单位设立
实践点。依托共产党员服务队和供电台区网格经理等资源，构
建覆盖全部营业区域的志愿服务队伍体系。公司员工在“全国
志愿者服务信息系统”网络志愿者注册人数2536人。

群众的需求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到哪里。邵阳供电公
司党委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作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重要举措，力争形成志愿服务品牌。充分发挥

“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文化人、成风化俗”功能，深入开展
“文明之光·节约用电”“文明之光·乡村振兴”“文明之光·能
效服务”等系列志愿服务活动。推动“双碳”理念进校园、智
慧用能进机关、科学用电进企业、绿色低碳进社区、清洁能
源进乡村，提升企业品牌形象，彰显新时代国企担当。

凡人善举汇成火炬。广大电力志愿服务者马不停蹄、风雨
无阻，穿梭在“访贫问苦”“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活动现场，成
为全市文明创建工作中的一支劲旅。今年来，共计开展红色教
育、电力科普、爱心助学等文明实践活动665次。“面对面、心连
心”全客户大走访活动覆盖客户290万户，发放用电宣传资料
600多万份，张贴“便民卡”290万张，指导客户安全用电、节约用
电、错峰用电，帮助解决用
电方面“急难愁盼”诉求
1629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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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有序，行
人从容。这是一座
城市应该拥有的气
质。随着我市创文
工作的强力推进，这
样的场景随处可见。
邵阳日报记者
袁进田 龙江月

摄于邵阳大道与
建设路交叉路口。 创文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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