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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 评

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力量 不变的情怀不变的情怀不变的情怀

姚晓旭，菏泽市特殊教育中心高级教师，从教 35年来，始终坚守在特
殊教育教学第一线，把青春年华和满腔热情献给了特殊教育事业，见证
了我市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她像妈妈一样给予学生力所能及的爱，教
给他们知识和做人的道理，引导他们步入社会并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
她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教学经验传授给年轻教师，为他们树立榜样，指
引方向，为下一代特教教师递出接力棒。今年教师节前夕，姚晓旭被评
为“山东省教书育人楷模”。

1985年，姚晓旭走上特教之路，当时正值菏泽市特殊教育中心建校
初期，她和同事一起平整道路、改造厕所、栽种树苗，进行劳动建校工
作。面对科班出身的教师，她深感自己的不足，积极学习聋童教育教学
理论知识，虚心向有经验的老师请教。为了让手语成为自己与学生沟通
的桥梁，起早贪黑练习手语。

发音教学是听障学生学习过程中最难、最关键的环节，刚入校的孩
子没有发音基础，姚晓旭就从教他们如何呼气、吸气开始，把他们逐一揽
在怀里，面对镜子看口型，练发音，拿着孩子的手触摸她的发音部位，让
孩子感受发音要领，掌握发音技能。对有点听力的孩子，她经常要大声
去喊，让学生尽可能地听清自己发出的每一个音。由于长期这样教学，
姚晓旭的声带受损，炎症越发严重，可为了不耽误学生练习发音训练，她
经常输着液吃着中药，也要坚持给学生练习发音。孩子们由发出一个音
到发出一个词再到说出一句话、背出一首古诗时，家长流泪了，她的嗓子
也哑了，而她的内心却是轻松愉快，幸福满满，因为她做到了，把别人眼
中的不可能变成了一切皆有可能。

学校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刚入学时只有七八岁，在家里所有事务都
是家长代做，进入学校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她教给孩子整理被褥、打扫

卫生、清理马桶；学生生病了，她带他们去医院；家长不能及时到校看望孩子，她给孩子买生活用品；
节假日学生不能回家的，她就给他们送来水果和糕点……“这么小的孩子，离开父母在校独立生活
已经很不容易了。”面对这些折翼的天使，她心生怜爱。

2017年，姚晓旭听从学校安排，接手了聋部最难带的一个班级，学生自由散漫、顶撞老师、破坏
公物、学习成绩差……姚晓旭从抓学生思想教育入手，坚持多赞美多鼓励多谈心，想方设法走进他
们的内心世界，让他们转变学习态度。看着孩子们态度端正了，自信心和学习成绩提高了，微笑在
她的内心悄然绽放，而这一切都源于她对特殊教育事业的热爱。

让学生回归主流社会是姚晓旭最大的心愿。2002年，她所带的班里有一名六岁的男孩董浩，根据从
教多年的经验，姚晓旭认为他有康复的可能性，于是和家长沟通，建议为小董浩佩戴人工耳蜗，由于家庭

困难，家长一直犹豫不决。在姚晓旭的劝导和帮助下，最
终家长听取了她的建议，给孩子做了人工耳蜗，经过语言
康复培训后，董浩进入普校随班就读。从小学到高中，12
年间，她始终关注着董浩的成长。今年，董浩参加高考，被
山东省特殊教育职业学院录取。

“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康复更多孩子，帮助他们学到更
多知识，希望他们能够自食其力，更好地融入社会，也希望
社会能够尊重他们，多爱护他们，多给他们一点温暖。”这
就是姚晓旭的人生梦想和执着追求。文/图 记者 常鲁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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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东营市广饶县大王镇刘
集后村中央，静静伫立着一方不大的院
落。穿过火炬和高粱装饰的门檐，历史
沧桑感迎面扑来。

96年前，在这里，诞生了中国最早
的农村党支部之一——中共刘集支
部。一年后，首版《共产党宣言》中文全
译本在这里得到传播。院子的主人，也
是刘集支部第一任书记刘良才，在这里
创办夜校、宣传革命，率先点燃中国北
方农村革命的星星之火。

诞生 革命种子破土发芽

1925年冬，一个身穿藏青色长袍的
青年从济南风尘仆仆赶回刘集村，他就
是刘集村第一名共产党员刘子久。回
村后，他经常对堂兄刘良才畅谈马克思
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这让刘良
才领悟到，只有革命才是翻身解放的唯
一道路，只有共产党才是劳苦大众的希
望所在。

经刘子久介绍，刘良才加入中国共
产党，又发展两名青年入党，同年刘集
支部建立。就此，全国最早的农村党支
部之一诞生，革命种子开始在这个小村
庄悄悄传播。刘集支部建立后，刘良才
以走亲访友、外出做工为名，秘密开展
党的活动，发展组织，并在自家秘密办
起农民夜校。

1926年春节前，在济南工作的女共
产党员刘雨辉回乡探亲，将陈望道翻译
的首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带
回。她指着封面上的“大胡子”告诉刘
良才：“他叫马格斯（马克思），德国人，
他和一个叫安格尔斯（恩格斯）的人一
起写了这本书。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一
学，会让我们明白革命的目的，知道今
后应该走的路。”

刘良才如获至宝，他带领党员群众
把书中晦涩难懂的道理吃透，转换成朴

素的语言在夜校讲给百姓听。随着书
页慢慢翻过，他们越学越有底气：我们
要抱成团，抱的团越大，地主就越害
怕！穷人要翻身，就得照着这些理儿去
做！

发展 宣言之光照亮征程

“我们穷人是走慢了穷撵上，走快
了撵上穷，不紧不慢往前走，扑通掉进
穷窟窿，永无出头之日。要想改变如今
这个世道，就要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
奔共产主义！”在支部旧址复原夜校场
景的房间里，刘良才坚定的声音仿佛还
在回荡，那么铿锵有力。

从 1926年起，刘集支部连续三个
冬春举办农民夜校，教农民学文化、学
革命理论。借着《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主义思想很快在刘集村扎下根。这部
党的“红色经典”，犹如暗夜灯塔，开始
了指导中国北方农民革命斗争的历程。

无数个夜晚，昏暗油灯下，刘良才
和党员们商量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帮更
多百姓吃上饭的决策：“觅汉增资”“掐
谷穗”“砸木行”……1927年，支部在各
地组织农民协会，宣传革命主张，把工
农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很多村民逐渐接
受新思想，先后发展成为党员。党组织
凝聚力越来越强，很快成为东营地区最
具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党的活动中心，有

“小莫斯科”和“小乌克兰”之称。

发扬 革命精神薪火相传

历史硝烟虽已散去，革命故事薪火
相传。2005年，刘集支部旧址纪念馆落
成开馆；2011 年，投资建成《共产党宣
言》陈列馆……90多年过去了，先辈们
用鲜血传承下来的精神，依然屹立如灯
塔。

——在刘集后村，他们有一个共
识，听党话、跟党走，就能过上好日子。

进入新时代，继续在这片红色热土书写
奋斗华章；

——在全省第一个“千亿镇”大王
镇，党员干部镌刻在镇党委、政府办公
楼上“说了算，定了干，干就干好”的承
诺，从未改变；

——在全国百强县广饶县，凭借
“红色”引擎的推动力，拥有销售收入过
百亿元企业 9家、中国 500强企业 4家，
各类上市挂牌企业 56家；

——在东营市，红色基因深深融入
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血脉，为不同时期建

设发展提供不竭精神动力。进入新时
代特别市委六届四次全会以来，东营市
确立“打造山东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黄河入海文化旅游目的地，建设富有活
力的现代化湿地城市”目标定位，接续
推进事关全局和长远的重大任务、重大
项目、重大工程，在应对困难挑战中迈
上新台阶。

寻根溯源，抚今追昔。从一本《共
产党宣言》点燃的星火开始，到迈入新
时代，那盏曾点亮革命者理想信念的宣
言之灯，还在继续照亮新的征程！

“宣言”之光照亮征程
东营日报社记者 李怀苹

漫步当年的小院，追寻宣言星火留
下的痕迹，不得不感慨信仰的力量，它
像一道光，穿越历史照亮未来，为这方
土地上的人们指明前进方向。

艰苦卓绝的斗争岁月里，无数仁人
志士在《共产党宣言》指引下，敢为人
先，前仆后继。多年来，这份真挚朴素
的信念薪火相传。不论是革命战争年
代，还是建设改革时期，刘集支部那种

骨子里敢为人先、不怕牺牲，不畏艰苦、
勇于创新的精神一直都在传承弘扬。

红色血液汩汩流淌，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回首来路，正是有了党的引领，
宣言之光的温润，才有今日之辉煌。展
望未来，唯有握好历史接力棒，传承赓
续先烈们的精神血脉，方能告慰历史、
不负时代。

李怀苹

蓝天白云飘，路边青青草。8月 25日，记
者驱车沿着国道 240 前行，一座刻着“宋楼
村”的牌坊映入眼帘。

牡丹区黄堽镇宋楼村，村子不大，全村
800多人，仅有 700多亩土地。3年前，该村还
是一个传统农业种植村，村集体经济薄弱，年
轻人外出务工，村内留守的多是老人和孩童，
看不到任何振兴希望。

“乡村想要振兴，必须在困境中求突破，
找准乡村特点，发展致富产业。”2018年，宋
楼村的变化悄然进行。新上任的村党支部书
记李兴林依托靠近城区和主干道的区位优
势，流转土地 670亩，用于发展牡丹、芍药、绿
化苗木等花木种植，补齐了乡村产业发展短
板，激活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俺村的土地一部分流转给了牡丹深加
工企业和芍药园，还有一部分用于花卉苗木
种植和生态果园采摘。”李兴林介绍，3年时
间，村集体收入从以前仅有 2万元增长到现
在年收入 20 多万元，村级集体经济越来越
强。

从传统农作物种植到花卉苗木种植，从
缺少致富产业到产业发展欣欣向荣，对于宋
楼村发生的巨变，当地村民感受颇深。今年
56岁的李存海就是通过土地流转获得补贴
收入，如今在牡丹基地打工的村民之一，从生
活清贫到增收奔小康，他向记者倾吐了自己
的心路历程。

“俺家里有 6亩地，每亩地流转了 1500
元，我在牡丹基地打工月收入 2000元左右，
一年算下来能收入 3万多元。”李存海说，收
入有了双重保障后，他还在这里发现了新的
致富门路。“每年四五月份鲜花盛开的时候，

来赏花游玩、采摘瓜果的城里人非常多，我们
就在附近卖小吃和饮料，这又是一笔不小的
收入。”李存海笑着盘算。

腰包鼓了，村民富了，大家开始追求更高
层次的精神生活。

“现在好了，大家自觉打扫卫生，在院内
种了些花花草草，村子变得更美了，外出的年
轻人一放假就往家里赶，说家里住着舒服。”
在宋楼村，老党员马兰英和几位村民正喜滋
滋地议论着村容村貌的变化。

村“两委”班子围绕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要
求，大力治理村庄环境，路面硬化改造、新建
村口牌坊、提升党群服务中心、安装太阳能路
灯……一个个改造项目的成功实施，让宋楼
村已蜕变为“开门就是花园、全村都是景观”
的先进村。

蓝天成底色，花海为点缀，宋楼村以花木
为媒兴旺产业，不仅给村落本身锦上添“花”，
更激发了村民自身的干劲，这也成为了宋楼
村发展的强大后劲和振兴“密码”。

文/图 记者 李若生

牡丹区黄堽镇宋楼村：

花卉苗木做支柱 乡村振兴有支撑

村民正在生态果园里采摘酥梨村民正在生态果园里采摘酥梨
村民在干净典雅的文化长廊上休憩村民在干净典雅的文化长廊上休憩

宋楼村主干道上的牌坊宋楼村主干道上的牌坊

工人正在牡丹籽油加工车间忙碌工人正在牡丹籽油加工车间忙碌牡丹茶牡丹茶、、牡丹化妆品等产品深受客商青睐牡丹化妆品等产品深受客商青睐

宋楼村成方连片的牡丹种植基地宋楼村成方连片的牡丹种植基地

共产党宣言陈列馆共产党宣言陈列馆 李伟涛李伟涛 摄摄

姚晓旭在备课姚晓旭在备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