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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17时10分，在市区建设南路
与邵阳大道交叉的十字路口，距离正式执
勤开始还有5分钟，文明劝导员陈新亮扛
着遮阳伞棚来到岗位。他肤色黝黑，戴着一
顶红色遮阳帽，一身简单的白T恤外披着
一件荧光绿马甲，拿着小旗子站在红绿灯
旁，认真巡视着来往的行人。

“师傅，为了自身安全，麻烦您走斑
马线！”绿灯刚亮，一位老年人想从旁边
穿过去，陈新亮挥着旗子大声喊道。老人
听见后慢慢向斑马线走去。几十秒后，红
灯亮起，在陈新亮的注视下，老人安全走
到对面。

今年35岁的陈新亮已经在文明劝导
员的岗位上工作了11年。近期因为天气炎
热，出于防止中暑的考虑，市创文办调整了
执勤时间，陈新亮早上只需要从7时15分
工作到8时45分，下午从5时15分工作到6
时45分，避开了中午太阳最毒辣的时段。

“今年夏天相对往年还算比较凉快。”陈新
亮咧嘴憨笑，一口大白牙与黝黑的脸庞形
成鲜明的对比。“我刚参加工作的前半年特
别不适应，大夏天连续站三四个小时，腿脚

都发酸，后面工作时间长了，皮糙肉厚了，
慢慢也就习惯了。”

日头渐渐西沉，气温却依旧灼热。此
时正值晚高峰，十字路口的车辆汇聚成
一条条长龙，行人在红绿灯前翘首以盼。
陈新亮往身后停放的电动车走去，从里
面掏出一瓶1.5升的矿泉水，仰头猛灌起
来。“执勤一天，至少要喝光两大瓶矿泉
水，把流失的水分都补回来，就不容易中
暑了。”水喝到一半，新一轮绿灯还未亮
起，陈新亮瞅见几个背书包的孩子正蹦
蹦跳跳地往马路边跑去，他急忙把水搁
在地上，没来得及拧紧水瓶盖，就朝孩子
们喊道：“都回来！不要闯红灯，再等一会
儿！”孩子们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又退回
了人行道旁。

像陈新亮这样的职业文明劝导员，在
全市一共有150人左右，受市交警支队管
辖，统一根据住址就近安排工作地点，在
红旗路、西湖路、宝庆路等市城区22个主
要交通路口，都能看见他们的身影。他们
不惧骄阳、不畏热浪，始终坚守在岗位一
线，用自身行动向市民传递文明交通、安

全出行的理念，成为我市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十年前，我们这活可一点都不好干，
经常遭受白眼甚至谩骂，行人成群结队闯
红灯，喊都喊不住，只能尽力劝导。如今，
随着我市创文工作的持续开展，大家的文
明素养明显提高了很多。”说起这几年的
变化，陈新亮感慨万千，“在我们的努力
下，乱闯红灯的现象少了，大部分车辆都
能主动礼让行人。希望今后大家都能自觉
遵守交通法规，不仅是为了维护交通秩
序，更是为了自身安全着想。”

天色渐暗，城市像一头轰鸣的巨兽逐
渐安静下来，下班的时间到了。陈新亮收起
遮阳伞棚，一圈圈卷起来扛回肩上。他朝同
事们挥挥手，骑着电动车钻进人流中，等到
明天一大早，他又会提前出现在老地方，一
如11年来的每一天。

陈新亮：文明劝导不畏暑
——“奋斗·高温下的劳动者”系列报道之十二

邵阳日报记者 郭慧鹏

邵阳日报讯 （记者 黄云
通讯员 蒋荣彬 唐辉） 8月
10日至11日，市政协副主席、
市林业局局长冯东旺到洞囗
县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在洞口县花古街道正龙
村，冯东旺察看村基础设施
建设，并对该村脱贫户、监测
户、一般户进行入户走访，面
对面了解村民的家庭经济状
况、住房安全保障、户厕改
造、生活饮水及各家庭成员
医疗保险、身体情况等。在
养牛大户家中详细询问养殖
收入及养殖中遇到的困难等
情况，鼓励其坚定信心。

在洞口县长塘瑶族乡，
冯东旺仔细听取长塘瑶族乡
乡情介绍和林长办建设情

况，实地走访乡政府相关站
点及所辖大公村，肯定长塘
瑶族乡在生态公益林建设、
保护工作中所作的贡献。他
指出，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有力支撑点，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工作中，要加大林业
生态保护力度。长塘瑶族乡
地理位置优越，民族文化浓
厚，要传承好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棕包脑舞”，更要
积极宣传、挖掘山瑶文化精
华。要利用山瑶文化中的优
秀传统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丰
富民族团结内涵，擦亮具有长
塘特色的民族工作名片，促进
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以生态振兴促乡村振兴

“动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动人以行
者，其应必速。这是教育者的魅力。从教
以来，我一直坚守做一名‘好老师’的初
心，牢记‘立德树人’的使命。”8月10日，
邵阳市第七中学教师肖娟这样表露自己
从教的初心。

“当一辈子老师，一辈子学当老师。”这
是肖娟的信念。肖娟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音乐舞蹈学院，于2018年9月在隆回
县周旺中学担任班主任、音乐教师、语文教
师。从教音乐到教语文，肖娟做了很多努
力。那时候，课堂上所用的教具、学具、挂
图，肖娟都会在前一天晚上加班做好，每节
课的语言组织都要在教案中一字不落地写
下来，然后一个人对着镜子多次试讲、修
改。每天都会挤时间听网课，模仿学习优秀
教师的方法、思路。

周旺中学是一所农村中学，教育教

学条件有着诸多限制，刚毕业的肖娟要
担负很多岗位的工作。回想那段时光，肖
娟说，异常艰苦的岁月也带来了快速成
长。为了当好班主任，她不断潜心学习，
认真钻研教育方法，给学生以广阔的思
维空间和发展空间。从社团兴趣出发，从
家校共育出发，从课后辅导出发，她不遗
余力地用耐心感动每一朵含苞待放的花
蕾，用爱心温暖每一个孩子的心灵，用责任
心建构班级的管理模式，努力营造一种温
暖有爱、规矩同行的班级氛围。在以情动
心、以身导行，认真抓好班级管理的同时，
她不断强调学生的养成教育，培养学生良
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健全班级管理
制度，所带班级班风优良、学风浓厚。同时，
肖娟还不断勉励学生，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走出去，拥抱更加广阔的人生。这种教育理
念让她收获了学生、家长以及学校的认可，

并被评为镇先进个人。
2020年9月，肖娟来到邵阳市第十六

中学工作，起初担任专职音乐教师。在教
学实践活动中，她鼓励学生张扬个性、发
挥潜能，引导学生养成终身喜爱音乐的兴
趣，形成了情知互动、寓教于乐的教学风
格，凭借指导合唱荣获省级优秀指导教师
称号。这让肖娟拼搏劲儿更足了。2021年3
月，肖娟担任班主任兼音乐教师。在新的教
学岗位上，她善于采用启发式教学，注重对
每一名学生的培养，引导学生学有所得、学
有所用。在情感交流过程中，不管是学习还
是生活上的事情，学生都愿和其交谈。她根
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关
心爱护学生，积极帮助学生解决学习、生活
中的困难。2021年被评为学校先进个人，
2020年至2022年，每年都是学校“三独”比
赛优秀指导教师。同时，她还积极参与课题
研究，在省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不断扩宽自
己的教育思路，更新教育理念，以求能有更
长远、更良好的发展。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肖娟表示，将
继续发扬孺子牛精神，在教育战线上潜
心耕耘，静待花开。

师者如光 微以致远
——记邵阳市第七中学教师肖娟

邵阳日报记者 伍洁 通讯员 姚钰

邵阳日报讯 （记者 艾哲 通讯员
伍先安） 8月11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组织全市12个县市区公安局交警大队，
会同各警种，以联合集中整治方式，拉
开了全市公安交警系统纵深开展夏夜治
安巡查宣防第二次全国统一行动的序
幕。

此次行动是全市公安交警在认真总
结第一次集中统一行动经验做法的基础
上，根据全国、全省、全市公安机关夏季治

安打击整治行动第一次推进会部署和《邵
阳市公安机关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
一行动工作方案》开展的。行动中，全市交
警紧紧围绕“巡防有效、宣传有声”工作要
求，扎实开展统一行动。

为扎实构建“全面巡、立体防”的工作
格局，取得“巡防有效”的整治效果，全市交
警结合暑期人流、物流、车流变化，采取定
点执法、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把警力部
署在车站、商场、广场、景区等人员易聚集

场所周边和城乡接合部等治安复杂和交通
发达的路段，进行集中巡防。

为全面营造“深入宣、集中讲”的浓
厚氛围，实现“宣传有声”的突出效果，市
公安局交警支队主动邀请邵阳日报、邵
阳电视台新闻频道、邵阳城市报、云邵阳
等市级多家新闻媒体记者在市城区随警
作战。各县市交警大队也组织当地新闻
媒体记者随警行动，通过手中的笔和镜
头，积极开展立体化、多层次、全方位宣
传报道，共同营造“夏季行动”的强大声
势和良好氛围。

在 8 月 11 日的统一行动中，全市共
查处酒驾33起、醉驾7起，其余违法行为
130多起。

全市公安交警系统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统一行动

甘当“坚守者” 护出“平安路”

8月6日，在隆
回县小沙江镇光化
村苗木基地，村民
在除草。该村青年
夫妇陈代林、孙芳
利用山地资源，带
领村民广种苗木，
远销省内外。

邵阳日报通讯员
罗理力 摄

(上接1版）
侯长亮找了个靠窗户的

座位坐下，把头伸出窗外，向
孩子们挥手告别，分明看到孩
子们眼珠里闪烁着泪花。车
子缓缓开动，孩子们追上来，
竟然齐唱《再见》：“我怕我没
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
为也许就再也见不到你……”

当歌声一响起，侯长亮的
眼珠就再也转不动了，泪水差
不多覆盖了整张脸。

“那个时候，我就后悔
了。我的选择是不是错了？
是不是不应该离开我深爱着
的、深爱我的这群孩子？”现
在，侯长亮只要回忆起那个场
景，声音还是哽咽的，眼角还
是湿润的。

班车提速，车上的侯长
亮，在车后紧追的孩子们成了
泪人。可是，他和孩子们离得
越来越远，直到看不见。

之后，侯长亮在广东入
职。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时，
每当进入梦乡后，他和孩子们
在一起愉快生活的一帧帧画
面，孩子们送别时的场景，就
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海里不
断涌现。

2个多月后，侯长亮毅然
决然，辞掉工作，背起行囊，
怀揣着攒下的 3000 多元积
蓄，又回到大山，回到孩子们
的身边。

侯长亮说：“那时，我为
自己与孩子们有过短暂的分
离而懊悔。我坚定了信念，
决定将支教之路再走一程。
没想到，自己后来的那一程
竟然走了 9 年，并且来到贵
州、云南更需要支教老师的
偏远山村。”

那一回，支教有了新感悟

支教这些年，侯长亮“火”
了，主动联系他的媒体和公益
组织很多。他和各学校领导
达成了一致的意见：不主张单
纯的物资和金钱的捐赠，不希
望孩子们过于依赖捐赠，更不
希望孩子们产生不劳而获的
想法。

2020 年，上海一家爱心
机构主动联系侯长亮支教所
在的云南昭通彝良县海子镇
的教育负责人。该负责人与
侯长亮商量，再联系公益组
织，看可否将帮扶与乡村教育
结合在一起。他们商定，可以
给优秀学生奖励一头小猪。
这样，既可以鼓励优秀学生，
又可以帮助到学生们的家
庭。一头小猪的奖励，是会升
值的。后期需要孩子们的劳
动和付出，慢慢将小猪养大，
才会产生更大的价值。“只有
通过我们的付出得到的回报，
才是有尊严的，有力量的，更
是有自信心的。”

2021年1月6日，海子镇
原向阳小学20名优秀学生的
家长来校领取小猪。小猪领
回家，孩子们协助家长悉心饲
养，老师们适时跟踪饲养情况
和孩子们的劳动表现。

当年 9 月 4 日，侯长亮从
外地回到海子镇看望学生们，
同时带来了爱心机构捐赠的
第二批小猪。年初发放的第
一批小猪，经过家长和学生们
的精心喂养，最大的已经长到
100多公斤了。侯长亮发现，
孩子们不仅懂事很多了，学习
成绩也更好了。

侯长亮说：“我支教以来，
一开始像‘萤火虫’一样，希望
带给山区孩子一点光亮。后
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根火
柴，点燃了社会爱心人士凝聚
成的火把，将山区孩子及其家
庭的心照得越来越亮。”

这一次，离开不等于离弃

漫长、艰苦、快乐、感动的
支教路上，侯长亮与雷宇丹迸
发爱情火花，并升级为“执子
之手，与子偕老”的坚定信念。

2020 年，侯长亮用真心
让雷宇丹父母由强烈反对到
勉强同意再到欣然祝福。当
年，他们领了结婚证。在他们
支教的向阳小学白墙青瓦校
园里，在学生的簇拥下，他们
拍下了“网上最美婚纱照”。

侯长亮一直很愧疚，因为
支教地区条件十分有限，他一
直欠下妻子一场完美的婚礼。

直到 2022 年，因所在的
向阳小学撤校并点，侯长亮夫
妇才结束多年的支教生活回
到了家乡。当年8月15日，侯
长亮夫妇在家乡补办婚礼。
当地公益组织和来自广西等
地昔日学生组成的“伴郎团”，
热情地为这对支教夫妇送上
祝福。今年7月7日，侯长亮
的儿子出生，广西、贵州、云南
的学生们纷纷送来祝福，诉说
与“亮亮老师”的故事，言语中
溢满了感恩。

侯长亮常对昔日的学生
们说：“老师的这一次离开，
可能会很久很久，但是那份
与同学们与山村教育的情，
浓烈如初。”

回到家乡后，侯长亮一直
陪伴在家人身边，帮助父母做
农活。他的父亲憨厚，母亲勤
劳，身体还好。他母亲说：“亮
亮终于回来了。”简单的话语，
饱含母子深情。

现在，当地党委政府积极
与侯长亮对接，商量以后的发
展。侯长亮试水直播带货，帮
助附近村民销售土特产；加入
志愿者队伍，协助当地搞好基
层治理；分享支教经历，广泛
传播正能量；谋划乡村教育帮
扶举措，酝酿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