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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孩子
一台戏

■ 漆艳林

为庆祝第38个教师节，进一步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激励广

大教师热爱教育事业，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推动各项教育事业全面发

展，本报特推出“庆祝第38个教师节·四川优秀教师典型代表风采”栏

目，宣传展示全省教育战线涌现的优秀典型。

■ 本报记者 何元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张先庚在护理实训室现场指导学生进行静脉穿刺技术操作。

从临床一线到三尺讲台，从科研攻关到

社会服务，32年来，四川护理职业学院党委副

书记、院长张先庚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的初心使命，践行“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的

信念，创新提出“五爱五尽”家校情怀和“五大

强校”战略，将满腔热情和全部精力都奉献给

了新时代卫生健康教育事业。

32年来，她始终秉承教育报国初心，勇担

立德树人使命，作为民族地区卫生人才改革

先行者、新冠疫情防控的冲锋者、健康扶贫与

乡村振兴的践行者、护理教育与研究的引领

者。她带领团队为党和国家培养高素质卫生

健康人才15.6万名，在人才培养、教育教学、

改革创新、健康脱贫、疫情防控等方面均作出

了突出贡献。

担当有为
做职业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1989年，张先庚成为成都中医学院（现成

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一名临床护士和护

理实践教育者，用言传身教指导着众多学生

和实习护士。

1996 年，张先庚脱下了燕尾帽，拿起了

课本，成为成都中医药大学高护专业的第一

位专任教师。面对无团队、无教研室、无课程

体系的“三无”现状，她迎难而上，构建起涵盖

“专科、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完

整教育体系。她先后作为院长和教授，带领团

队将学科建设成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国家级护

理学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

因在高校教育业绩突出，张先庚于 2015

年通过选拔临危受命，到四川护理职业学院

担任党委副书记、院长和教授。当她离开成都

中医药大学时，师生含泪送别：“您是我们的

精神支柱和学习榜样，我们很舍不得您。”

刚到四川护理职业学院时，面临部分领

导职工观念落后、能力不足、人才流失等重重

困难，张先庚积极践行黄炎培“爱业乐业”精

神，创新提出“五爱五尽”家校情怀，提出“五

大强校”战略，走改革创新的特色发展之路，

全面推动学院转型升级与跨越发展。

为高效推动学院转型发展，张先庚每天

工作时长达16-18小时，双眼时常布满血丝。

“每一名学生背后都有一个家庭，只有她们成

人成才，才能不辜负每个家庭的期望。”在她

的带领下，全校师生很快转观念、重创新、求

突破，实现了教学、科研、育人等多项工作快

速发展，仅用3年时间就顺利实现了从中职到

高职的转型升级，评审专家纷纷惊叹于学院

的跨越发展。2021年，张先庚的事迹入选四川

省“庆祝建党100周年——党的女儿”宣传活

动。

科研创新是专业学科建设发展的核心。

近年来，为响应社会老龄化加剧和全面两孩

政策，张先庚将研究方向聚焦“一老一小”特

色。她牵头主持的四川省护理专业“双师型”

名师工作室对全省青年教师悉心指导，帮助

年轻教师做好职业规划，凝练发展方向，提高

科研教学能力与水平。同时，她带头免费为贫

困地区与革命老区培养师资，取得了较好的

辐射引领作用。作为国家级特色专业负责人、

省级护理学创新团队负责人，张先庚以身为

范作科研攻关带头人，在卫生健康领域取得

多项重大创新与突破。

截至目前，张先庚牵头主持省部级以上

项目25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

项，国家医养结合重大研发计划子项目1项，

获四川省人民政府教学成果特等奖、国家卫

生行业指导委员会一等奖等研究成果奖 23

项，主编国家级规划教材和专著26部，公开发

表研究论文268篇，牵头多项省内外卫生健康

评价考核标准与体系的起草和制定，引领卫

生健康行业发展。

身体力行
做民族地区健康扶贫的践行者

从小立志服务社会的张先庚对贫困地区

有着特有的情怀与牵挂。她牵头培养民族地

区基层卫生人才6.8万人，在阿坝州首创的民

族地区基层卫生人才“1134”培养模式获评四

川省教学成果特等奖。如今，该成果已在100

多所高校和地区推广，惠及学生 8.9 万人，培

养“双师型”师资2.1万人，扎根基层毕业生3.6

万人。

聚焦农牧民健康问题，张先庚创新构建

“政—校—行—企”四位一体联动健康扶贫模

式和乡村振兴帮扶模式，将每月15日确定为

卫生科普志愿活动日，多年来走村入户对农

牧民开展健康宣教、地方病和慢性病防治、中

医保健技术等服务，惠及壤塘县 4.7 万人。她

带领团队每年多次到藏区现场指导健康服

务，线上线下齐上阵，全面提升民族地区医务

人员业务能力。

在张先庚的影响和带领下，卫生志愿者

们扎根高原，坚守健康扶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一线，得到当地社会、政府、农牧民广泛赞誉，

成为基层卫生健康服务人才培养与健康扶

贫、乡村振兴典范，并多次获国家卫健委、全

国志愿服务金奖、银奖。如今，她正带领团队

将基层卫生人才培养模式在全国推广，全面

助推乡村健康振兴战略。

2020年，在疫情最严峻时刻，张先庚作为

队长立即组建了以学院教师为主的130人“四

川护理职业学院抗击新冠病毒肺炎爱心志愿

服务队”，创建“政、行、校、社、医”五位一体联防

联控，带领团队在3天内熬夜编写出社区居家

防护手册6本。她带领队员深入社区开展入户

排查、疑似病人转诊、隔离监测和心理疏导。

在社区工作中，遇到一位拒绝配合防疫

工作的疑似病人，张先庚同队员守在病人门

口，一边开展环境消杀，一边向病人赠送口

罩、体温计等防疫物资，并耐心沟通劝说。花

了整整2天时间，对方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

性，也被志愿队的的暖心举动与责任心感动，

同意带着爱人去隔离点观察。类似的不理解、

拒绝甚至谩骂常常都会遇到，但张先庚与她

的志愿队总是用过硬的职业操守，化解每一

次挑战。

张先庚带领团队在社区抗疫中募集40万

元中药香囊，完成重点疫区返蓉人员入户医

学观察 2332 人、体检服务 6279 人次，守护了

24万社区居民生命健康安全。大家不忍她整

日劳累，劝她多休息。她坚定地说：“我是教

授、队长，也是专家，现在是最需要我的时候，

我必须尽全力去服务。”

坚守讲台
做学生成长的引领者

无论岗位如何变化，张先庚始终将老师作

为第一身份，把培养人作为自己的使命追求，即

使管理和学术研究任务繁重，仍然以三尺讲台

为乐。她激励广大学子通过学习和实践提升

“爱”的能力，做到“心有大我、行有大德”。

学院学生入学成绩普遍不理想，对未来迷

茫，对护理专业认识不足。她就常找学生谈心，

言传身教，引导大家厚植家国情怀、培养使命担

当，在为病人的奉献中收获快乐与幸福。

多年来，她全方位关注学生成长成才，对

贫困学生予以厚爱。一位学生的父母因癌症

在半年时间里相继去世，家境贫寒，为了照顾

弟弟妹妹，学生临近毕业却想休学。张先庚得

知后，心急如焚，多次从思想上引导她把贫困

和不幸当做人生成长的磨砺，并资助她渡过

难关，重燃她和家人的希望，帮助她顺利毕业

参加工作。

如今，张先庚桃李满天下，他们有的成为

护理领军人才，有的成为扎根西部基层卫生

主力军，尤其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涌现出

“抗疫巾帼英雄”佘莎等一批典型人物。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在我

家却是“四个小孩一台戏”，我童年

时的生活场景，居然在我成年后再

次出现了。我家有两个小孩，大姑

子家也有两个，两家门对门。大姑

子两口子经常出差，这两个侄子就

常住我家，让我享受到了四孩的待

遇。

一放暑假更不得了，四个小孩

都在家，我跟老公出门买点东西，后

面就会跟着一串小孩，排着队整整

齐齐。店老板看我们眼里都放着

光，惊讶地问：“你们这么年轻，就有

四个小孩啊！两儿两女，幸福啊！”

老公则不好意思地说：“有两个小孩

是我姐家的，两家都是一儿一女。”

这四个孩子的精力是旺盛的，

感情却像纸糊的，买玩具必须买4

份，买吃的最好买成一样，不然隔一

会儿就又争又抢。那天，每人买了

一个甜筒冰激凌，先吃完的弟弟博

博愣是守着锡锡哥哥吃，锡锡边吃

边炫耀说：“就是不给。”弟弟直接上

手就抢，抢不到就哭，整栋楼都能听

到他的哭声，不知道的还以为大人

打小孩了。这个时候我只想找个地

方躲清静，清官难断家务事，最终还

得我们来收拾残局。女儿娜娜跟姐

姐齐齐读书时没见面想得很，天天

问：“姐姐好久回来？”好不容易放假

回来，天天斗嘴，翻脸比翻书还快，

和天气一样变化多端，难以预测。

有一次她们为争一块钱，反目

成仇。老公让姐姐齐齐去买饮料回

来，结果齐齐回来得意地说：“还剩

了一块钱，但是这一块钱归我了。”

另外3个小孩听到，异口同声地说

道：“我也要，不给钱不吃饭。”没办

法，老公又从包里拿出10元钱，说：

“你们4个人分，娜娜先把钱拿着。”

没想到一场“宫斗戏”即将上演。那

天晚上风大，光线也不好。娜娜哭

着说：“钱找不到了，被风刮走了。”

大家一听，都出来帮忙找，但无论如

何找不到。第二天，老公才给我讲：

“因为姐姐拿到钱不拿出来，所以娜

娜也不想把钱拿出来分给姐姐，才

说钱被风吹走了。”

两个稍微小点的，不是在争玩

具，就是在“作妖”的路上。都说“”

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要么

用水彩笔在墙上乱画，要么就在卫

生间里耍水，要么口红差不多给糟

蹋完了。打架也是必不可少的项

目，4个孩子扭打一起的场面，对于

我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虽然年

龄差距是有，但也会互不相让。最

小的锡锡挨打后，哭着找我帮忙，我

说：“打架还是要讲求公平。”其他3

人大概懂了，站成一排，锡锡则轻轻

一人还一下，3人则捂着嘴笑，估计

觉得占便宜了，锡锡则觉得为自己

扳回一局。4人上一秒据理力争，

分个胜负，输家总会哭得泪眼蒙眬，

说：“我不和你玩了。”但下一秒又不

知为哪般，又凑一起玩疯了。晚上

一起睡，还睡得很香。

他们也不是整天都内乱不止，

姐姐帮妹妹辅导作业，帮忙带小孩，

也是常有的事。出门玩耍要是其中

一个被欺负，那肯定会团结起来，一

致对外。一天，4人出去玩，锡锡的

扭扭车被一个小男孩抢走了，还扬

言说：“不还了。”我就在旁边，但是

没等我插手，锡锡立即叫来一边玩

耍的哥哥姐姐。3人一出现，特别

看到齐齐一米六几的个子，小男孩

连忙说：“还给你，我拿错了。”

生活里，如果其中一个得到表

扬获得奖金时，也会带上其余三人

外出买东西一起分享。他们会为各

自的权益争个输赢，每天的画风都

不一样，或许这就是童年的幸福时

光。小时候因为一件玩具、零食争

得面红耳赤，各自上学了分开了，又

会相互想念。这就是儿童玩伴的好

处吧，喜怒哀乐都有了，童年因此完

整、充实。

今年夏天格外漫长，若在夜晚外出散步，

会看到居家的人家多半窗扉紧闭，依赖着空调

“续命”。有时无意中看到不拉窗帘的邻居，在

室内不是刷手机就是看电视，人们好似被热蔫

了的叶子，失却了往日的活力，又好似习惯了

一种下班后的慵懒舒适。

一次加班晚归，大约七八点钟的样子，树

影斑驳的小区热浪袭人，不远处传来烧烤摊

的喧嚣。我照例一边走路一边看手机。突然

从一家一楼窗口飘出清晰的童音：“野径云俱

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我心下一惊，好似被一阵干净清冽的春霖濡

湿了心上的浮尘，不由看向那扇落地窗。只

见客厅果然坐着一个安静的孩子，室内没开

空调，摇头扇尽职尽责地旋转着。孩子坐在

一张小桌前，身旁是他的妈妈。我驻足聆听

那童音，发现每首诗他会大声朗诵三遍，之后

他的妈妈便开始抑扬顿挫地给他讲述诗里的

情景。

这样有书声相伴的夜晚，深深地打动了

我。天上一轮明月，照着小区种的油绿蓬勃的

龙爪槐和玉兰树，此情此景此声，原本闷热的

气流也仿佛被慑住了。我想，多年后这个孩子

若长大了，一定会很难忘记这样的明月夜，窗

外花木摇曳，窗内他那年轻温婉的妈妈，用水

一般的声音陪伴、指引他诵读诗书。生命中有

很多终生难忘的珍贵瞬间，都是付出了爱和有

质量的陪伴而获得的。

我想起几年前，儿子年纪尚幼，老公在外

地工作，无数个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也是陪着

儿子读书度过的。从《三字经》《古诗三百首》，

到《三国演义》《史记》，长期的领读、伴读，使儿

子从小就爱上了历史、哲学和军事书籍。爱读

书的孩子，深刻体会过被书滋养的甘甜，在任

何时候，都不会轻易沉迷于手机和游戏。每次

儿子的作文被老师当范文读，回家后他都会跟

我说：“谢谢妈妈让我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

这般夏夜，也有一些家长如是“陪伴”孩

子：一边刷手机，一边催孩子“快写快写”。我

曾有个“90后”闺蜜带着5岁的女儿在我家小

住，她就有一直盯着手机的习惯，以至于女儿

抱怨：“手机才是你的孩子！”前不久，她打电话

向我求助：“女儿三年级了，成绩一塌糊涂，天

天偷玩手机，气死人了！”我说，“你忘了教育家

说的：家长是孩子的镜子，你先放下手机，亡羊

补牢未为晚也！”

整整一个暑假，我每晚散步时，都会下意

识“路过”那个窗口，那读书的母子俩，真的每

天在坚持。有时候是古诗词，有时候是儿童故

事，他们没有发现我这个“偷听”者。而每一次

聆听，都像是鸟儿在濯洗自己的羽毛，让我身

心一片清凉。

心有大爱 行有大德

“偷听”邻家读书声
■ 张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