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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民生工程之
一，龙江路改扩建工
程正在紧张施工中。

2 月 17 日上午，
记者在龙江路看到，
龙江路（太行山路到
黄山路段）南半幅已
具备通车条件。与之
配套的排水工程也在
加紧施工，将在汛期
到来之前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王海防 摄

口述：华 杰
整理：本报记者 朱 红

2014 年 3 月，刚过了春节，
我怀揣梦想和热情，告别家乡和
亲人，踏上了新疆广袤的土地。

回味援疆生涯，我没心没肺
地笑过，泪流满面地偷偷哭过，
不求回报地傻过，无可奈何地承
受过，无怨无悔地付出过，心静
如水地经历过，原来认为过不去
的，竟然都悄悄地过去了。我经
历了很多事，遇见了很多人……

高考创造奇迹
获得县委表彰

我到新疆哈密伊吾县高级中
学后，主动融入学校。通过听
课、观察，和教师、同学交流，
了解了学校的教学特点、学生的
学习情况、班级的管理情况，给
校领导递交了《伊吾县高级中学
教学现状及建议》 的考察报告。
校长和我交谈后，让我代高三年
级数学课，担任高三（2）班班主
任、学校教研室主任及数学教研
组组长。

当时，高三（2）班学生的学
习情况不大好：缺乏动力，基础
差，没有目标……基础特差的，
我让他们锁定高职高专。学习中
等的，我动员他们学美术。

因为家长和学生对艺术专业
缺乏了解，往往动员一个学生都
要和他 （她） 谈话十多次，不厌
其烦地做家长的工作。最后，高
考时有 8 名学生报考了美术专
业，全部考上了二本以上的学
校。接到录取通知时，学生和家
长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对于基础好的，我让他们把
二本以上的学校当作奋斗目标。

刚开始，有学生说：“最好
的时候，我们全校考上三本以上
的才三人。你让我们定这么高的
目标不是天方夜谭吗？”

我没有回答他们，只是在心
里暗暗对自己说：我来援疆支
教，就是来创造奇迹的！

尽管每周要上28节课，我还
每天坚持给这些学生进行培优补
差。

因为长时间的讲课，嗓子经
常发哑，有时说不出话来，我就

在黑板上写，让学生讲解。
有心人，天不负。2015年高

考，我所带的班级，学生高考上
线率达到百分之百，二本以上18
人，三本以上22人，创该校高考
历史新高。我也被评为县级优秀
教师，并得到县委表彰。

实施教学改革
指导青年教师

把一个班乃至一个年级的学
生带好，完成领导交给的工作，
在我看来是远远不够的。援疆不
仅是要“输血”，更重要的是

“造血”。
为改变落后的教学方法，我

带头实施教学改革，联合其他几
位援疆教师，制定“1+x”人才
培养计划和“三案六步”教学方
法，讲公开课十余节，让当地教
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理解这种教
学方法的精髓，指导青年教师上
公开课，同他们经常交流。通过
不懈努力，一批年轻教师在教学
改革中脱颖而出，为当地培养了
一支永远带不走的名师队伍。

因为兢兢业业、踏踏实实、
锐意进取，我被伊吾县政府评为

“四好教师”，并荣获“优秀援疆
干部”光荣称号。

远离父母儿子
感觉愧对家人

必须承认，家国两头不好兼
顾。快50岁的我，上有80多岁的
父母，下有上初三的儿子。记得
去年在家过完春节回新疆时，身
体一向很好的老父亲，血压突然
上升到 206 毫米汞柱。把老父亲
送到医院，血压降了下来，我含
着热泪离开了父亲。

去年 6 月，儿子参加中招考
试，提前好几天他给我打电话
说：“我特别紧张，爸爸你一定
要回来陪我。”我对儿子说：“爸
爸代的是高三的课，这里的哥
哥、姐姐都离不开爸爸。你是男
儿，要坚强、自立。”

环境的恶劣、身体的不适、
工作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只有对亲人的眷顾是最让人撕心
裂肺的。但我认为：援疆，我有
愧但无悔。

本报讯（记者 王海防） 昨日，
记者从市文广新局了解到，我省第
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我市9
处文物保护单位名列其中。我市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已有36处38项。

此次我市入选的 9 处文物保护
单位，包括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
性建筑 2 处，分别是苏进故居、赵
伊坪故居；古建筑 3 处，分别是汪
庄石桥、临颍谯楼、大沟桥；古遗
址 3 处，分别是土城王遗址、尼庄
遗址、大田遗址；以及其他 1 处：
镇河铁牛及石龙头。

汪庄石桥位于郾城区裴城镇汪
庄村，是一座明代中原地区十分流
行的桥梁类型，具有典型的地域特
征。2010年，该桥成为郾城区第一
批区级重点保护文物。

“一个桥墩上雕着一个龙头，
可以清楚地分辨出眼睛、鼻子和牙
齿……桥很小，高约两米，长不足
20米，桥面宽近两米，11个桥孔让
小 桥 多 了 一 份 特 别 的 韵 味 ……”
2015年5月21日，本报刊发《汪庄
石轴柱桥：小家碧玉人未识》 一
文，以整版篇幅报道了汪庄石桥。

记者了解到，临颍谯楼又名钟
鼓楼，位于临颍县城关镇东街村，
始建于公元1370年，明景泰二年重
修，为砖筑楼台式建筑。它是一座
反映古文化的标志性建筑，具有较
高的历史价值。清朝乾隆年间，临
颍知县刘沆曾有诗曰：“颍川衙署瑞
葱葱，门外谯楼势更隆。暮鼓唤回
犁雨叟，晨钟惊起织云工。一天朗
月飞檐里，四野祥烟画栋中。览胜
偶来台顶上，满城歌笑散春风。”
1973年，谯楼成为县级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本报记者 王艳彬

冬天过去了，天气渐渐转暖。
往年那种滴水成冰、呵手连连的情
景成为人们挥之不去的记忆。人们
盼望着早日实现集中供热，用上安
全、便捷、洁净、舒适的暖气和生
活热水。

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何供暖逐
渐成为公众关注度越来越高的话题。

集中供热是指由集中热源所产
生的蒸汽、热水，通过热力管网供
给一个城市 （镇） 或部分区域生
产、采暖所需的供热方式。

漯河天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是
经过市政府核准并授予集中供热特
许经营的市政公用企业。公司一直
本着“优质、安全、经济、高效”
的服务宗旨，竭诚为我市工业企
业、行政、商贸的生产用热和居民
家庭采暖提供优质高效的供热服务。

近几年，我市的城区面积不断
增加，房地产开发迅猛增长，建筑
面积的不断增加急需解决集中供热
问题。

漯河天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根
据 《漯河市供热工程规划》 的要
求，建设的一期蒸汽热网已完成对

整个铁东区域的覆盖，敷设热力
管网约 60 公里，完全具备向铁
东区域各工商企业、行政居民用
户供热的条件，先后向双汇、旺
旺、可口可乐、统一及东城产业
区 50 余家企业供热，共取代大
小燃煤锅炉60余台。

一个高度发展的现代化城
市，集中供热的热化率应达到

60%以上。集中供热的普及率是城
市现代化、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因此，积极、大力发展集中供热是
漯河的一项重要工程。

“送漯河人温暖，还漯河人蓝
天”，是漯河天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
追求的目标。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
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集中供热已成为现代化城市的重要
标志之一。

漯河天阳供热有限责任公司通
过敷设热力管网，建设漯河城市供
热网络，向各个工商企业、服务行
业、居民家庭输送蒸汽、热水等。
通过实施集中供热，可以关停供热
范围内的各种高消耗、重污染的大
小锅炉，既可消除城市煤烟污染，
节约煤炭资源，还可节约土地、减
少水资源的浪费。集中供热项目建
成后，将对我市建设成为全国性轻
工业、食品制造业基地和生态宜居
城市，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漯河冬日的温暖源泉

华杰：援疆支教 创造奇迹

下课后，华杰给当地学生讲题。 （图片由华杰提供）

苏进故居、赵伊坪故居、汪庄石桥、土城王遗址、镇河铁牛……

我市新增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报讯（见习记者 李林润） 2
月18日，市作家协会与市史志档案
局举行弘扬漯河精神、提升文化软
实力座谈会。会后，市作家协会向
市史志档案局捐赠了《漯河作家精
品文库》系列丛书。

《漯河作家精品文库》 系列丛
书共10本，全部由漯河本土作家编

写，包含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散
文、诗歌等各个题材的文学作品。

“这些作品是我们优中选优
的。”市作家协会主席南豫见对记者
说，这部系列丛书共10本，他们从
2014年开始策划，经过一年多的时
间，于 2015 年 8 月问世。这部丛书
里面的作品，可以说代表了目前漯

河文学的水平。
南豫见说，漯河精神中，“崇

文”在首位。“崇文”就是崇尚文
化，传承文明。这部丛书也是对漯
河精神最好的诠释。

南豫见说，他们把这部书捐赠
给市史志档案局，就是为了传承漯
河文化。

市作协向市史志档案局捐赠《漯河作家精品文库》

送去文学作品 传承漯河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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