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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全州县白宝乡
北山小学，因意外而失去右臂的山村教师唐
广芳，在山村小学的三尺讲台持续耕耘 38
年，奋力托举起一群又一群乡村孩子的人生
梦想。

“独臂教师”忙碌的一天

5月23日早上8点25分，在全州县白宝
乡北山小学，教师唐广芳一到校园就打扫卫
生。9点，上课铃声响起，他站在教室门口，招
呼正在玩耍或刚进校门的孩子快点进教室，
开始上课。

教室里，分三排坐着10个孩子，其中一年
级7个，二年级3个。唐广芳先给一年级上语
文课，并安排二年级写作业。接着，他给二年
级上语文课，安排一年级写作业……上课期
间，唐广芳一边讲解课文，一边用左手在黑板
上流畅地写字。漂亮的板书，让人对这位右袖
空荡荡的教师顿生敬意。

1995年暑假，因一次意外事故，唐广芳
触电昏迷，导致失去右臂。在痛苦煎熬之际，
他心里惦念着孩子们。在家休养时，唐广芳
支起一张小板桌，练习用左手写字。天天练，
练得左手疼，全身疼，但是他硬是咬牙坚持
了下来。不到半年，他左手的书写水平达到
右手的水平。第二学期，学校讲台上又看到
了他的身影。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重返讲台，第一次
在黑板上用左手板书时，孩子们给了我热烈
的掌声。”唐广芳说，那一刻，他的眼泪都流下
来了。也是从那一刻起，他更加坚定了坚守山
村小学的决心。

课间休息时间，孩子们冲向了操场。唐广

芳跟着孩子们走出教室，很快就有一个男孩
邀请他打乒乓球。虽然独臂不方便运动，但他
耐心地教孩子打球的方法和技巧。

中午12点，下课铃声响起。趁孩子们吃午
餐的空当，唐广芳匆匆地扒了几口妻子准备
的午饭，又继续回到孩子们中间。

“孩子们年纪小，生性调皮，必须时刻盯
着他们的安全。”唐广芳说，自从2017年下半
年北山小学只有他一个教师后，午休时间也
就被他“自动取消”了。又因一个人承担着两
个年级的教学任务，所以全年他都不会请假，
更“不敢生病”，“生病了，就请北山村里的医
生来学校帮我打针，坚持上课，不能因我一个
人影响了一群孩子”。

长年的艰辛教学，唐广芳积劳成疾。受当
年电击影响本就血液循环不畅的左手，又因
经常用力写板书，如今已骨头变形，但他从不
埋怨。

下午4点20分，放学铃响。目送孩子们一
个个离开校园，唐广芳回到教学楼二楼的办
公室，开始批改当天的作业，并为第二天的课
作准备。等他忙碌完毕，已是夜幕时分。回到
距离学校数里之外的家中，他才结束了一天
的忙碌。

38年坚守他托起众多孩子的梦想

从1986年开始走上讲台，唐广芳已在山
村小学的讲台上耕耘了38年。他用对教育事
业的热爱、对山区孩子的热爱，托起了一群又
一群山村孩子的梦想。

1965年出生的唐广芳是白宝乡北山村
委立家田村人，父亲是一名乡村教师。1986
年，因父亲身体不适，立家田村小学急需一

名代课老师。但是，考虑到当时代课老师的
工资低，很多符合条件的人选都不同意。在
父亲的要求下，高中毕业的唐广芳成了一名
代课老师。

上课后，他才深刻地体会到身为人民教
师的意义。“每当看到讲台下孩子们纯真的笑
脸和对知识的渴求，我感到了肩上责任的重
大。”他说，就算收入低，为了山村孩子们的未
来，所有的困难都能克服。

在之后的30多年时间里，唐广芳多次根
据安排，在全州县白宝乡多个贫困山村教学。
2004年9月至2005年7月，唐广芳被安排到
白宝乡水晶坪村的教学点，那里距离立家田
村有十多里路，且山路曲折，只能步行。那一
年，唐广芳每天天刚亮就起床，不论刮风下
雨，步行70多分钟前往教学点。寒冬里的下雨
天，他用左手撑着伞前行，经常因路滑而摔
跤。但他从没迟到，更没有缺课。

2013年 9月之后，唐广芳一直被安排在
北山小学教书。过去的20年间，北山小学由曾
经的200多个学生，到如今只有10名孩子，学
校的教师也陆续被分配至别处。2017年9月，
该校只留下唐广芳一人坚守。

白宝乡白宝中心校的校长周春华告诉笔
者，该乡一共有19个村委，目前共有小学生
380多名。全乡除了白宝乡中心完小，还设有
3个教学点，北山小学是其中之一。过去30多
年来，唐广芳老师一直坚守在山村小学教师
的岗位上，为一群又一群孩子的小学学习打
下坚实的基础。

明年，唐广芳即将退休，北山小学乡村教
师的接力棒将交到新的老师手中。唐广芳说，
他坚信，新的老师一定会爱上乡村小学，为孩
子们托起梦想。

他是一名普通的司法工作者，
是一名基层的人民调解员。20多年
来，他扎根基层，情系群众，用真诚
与爱心调解纠纷。他又是一名传递
爱心的红十字志愿者，是新时代雷
锋精神的践行者。他组建了平型关
义工联合会，热心公益，无私奉献，
在志愿服务事业中作出了积极贡
献。他，就是山西省大同市灵丘县
红十字会副会长、平型关义工联合
会负责人葛才贵。

扎根基层二十载
无私奉献解民忧

刚参加工作时，面对群众的家
庭琐事，葛才贵也曾感到千头万
绪、茫然无措，然而他没有退缩，他
骨子里天生就有一股不服输的精
神。当时，在落水河乡，人们经常看
到一位小伙子行色匆匆地行走于
田间地头，出入于农家院落，奔波
在纠纷现场……葛才贵深知，打铁
还需自身硬，于是，他虚心向同事
请教，秉持将心比心的原则，小心
翼翼地处理各类矛盾纠纷，不断积
累调解经验，增强调解技巧，提高
调解水平，当好群众矛盾纠纷的

“润滑剂”“和事佬”。
同事们不会忘记，为阻止持刀

行凶者，葛才贵奋不顾身勇夺菜刀，左手被割得
血肉模糊；为阻止群体斗殴事件，葛才贵只身分
离人群，被乱拳打得皮开肉绽；为普法宣传，葛才
贵自学网站运行技术，自掏腰包申请注册“平型
关普法网”“平型关司法行政网”；1000余起群众
纠纷、10多次群体性械斗、30余次群体上访事件
的妥善解决，凝结着葛才贵的艰辛与付出……

在葛才贵的调解下，一个个濒临破碎的家
庭变得和谐美满，一个个突遭横祸的伤者获得
救助，一个个讨薪无望的民工重绽笑颜，一个
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安度晚年……由于工作出
色，葛才贵曾被评为“山西省优秀人民调解员”

“山西省先进司法所所长”等荣誉称号。2010年
5月，他负责的落水河乡人民调解委员会被司
法部评为“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

担当使命献爱心
志愿服务传真情

2010年11月，时任白崖台乡司法所所长
的葛才贵发起成立了灵丘县平型关义工联合
会。2016年葛才贵调任县红十字会副会长，组
织部分志愿者又成立了“红十字志愿服务队”

“红十字应急救援队”。
平型关义工联合会成立之初没有办公场

地，没有经费，有的是外界的不解与质疑，有的
是葛才贵和10个会员绝不放弃的决心。10多
年来，义工联不断发展壮大，至今成员已有
1200余人，在助学帮孤、敬老助残、救病济困的
志愿服务道路上走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0多年来，葛才贵组织开展公益活动760
余场次，义工联资助困难学生2100余名，为608
位困境儿童发放了价值30余万元的“壹基金温
暖包”，为800位留守儿童圆了“微心愿”……葛
才贵还多次组织义工到老年公寓、光荣院、敬老
院等开展敬老慰问活动，并自筹资金拍摄了关
爱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题材的《轻轻地扬起绿
丝带》《圆梦》《爱的延续》等公益微电影……

10多年来，在灵丘，哪里有困难，哪里有需
要，哪里就有平型关义工联合会。平型关义工联
合会先后获得了“灵丘县敬老文明号”“大同市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大同市敬老文明号”

“山西省敬老文明号”“2020年度大同市最佳志
愿服务组织”“全国敬老文明号”等荣誉称号。

驻村扶贫“领头雁”
农民群众贴心人

2018年8月，葛才贵担任武灵镇石磊村驻
村扶贫工作队队长，他始终奋战在脱贫攻坚一
线，成为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领头雁”。

为了让更多困难户脱贫致富，葛才贵结合
石磊村实际，带领村干部多渠道筹措资金，投资
120余万元建起一个服装厂。该项目以村民入股
的形式运营，带动村里3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
业，人均月收入2600余元。他还鼓励帮助两户
村民开办了木器加工厂和石磨粗粮加工厂，带
动12户困难户实现了就业。如今提起葛才贵，
石磊村的村民们无不竖起大拇指，都说他们遇
上了一个好队长。因为成绩突出，2019年葛才
贵荣获“山西省脱贫攻坚奉献奖”称号。

一路走来，葛才贵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取
得了卓越成绩，也赢得了不少荣誉。他60余次
获得国家、省、市、县的表彰奖励，获得了“中国
好人”“全国助残先进个人”“全国最美敬老志
愿者”“四个100全国最美志愿者”“全国岗位
学雷锋标兵”“首届山西慈善楷模”等荣誉称
号。这一个个荣誉，正是葛才贵前行在志愿服
务征程上的闪光足迹。葛才贵说：“我是一名共
产党员，人民调解员是我的事业，群众
的满意是我最大的荣耀。”

“一个人活着总要有梦想和一往无前的
精神，我只是一直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希望
通过佤族民族服饰，让更多人了解佤族民族
文化，喜欢上我们的文化、服饰。”荣获“第七
届云南省道德模范”“云南省自强模范”的陈
红疆是这样想的，也一直在为之付出努力。她
虽长期受病痛折磨，却不忘追寻梦想，一次次
以顽强毅力克服重重困难，用自强自立的精
神编织出佤山美丽画卷。

命运翻转，梦想逆风飞翔

1965年 9月，陈红疆出生在沧源佤族自
治县单甲乡永改村。因自幼能歌善舞，13岁就
被招入沧源县民族歌舞团。19岁那年，她在练
功时不慎伤到双膝关节，因没有及时治疗，导
致关节骨质增生，被确诊患上类风湿性关节
炎，又遭遇两次意外，被鉴定为肢体三级残
疾，需要终身服药控制病情。从此，她不得不
告别心爱的舞台。但她不甘心就此度过余生，
依然有着强烈的梦想……

“从小我就生长在佤族村寨，对佤族服
饰、佤族织锦有着深厚的感情，我想用自己的
双手，把佤山的美裁剪成一件件美丽的衣
裳。”陈红疆说。恰逢当时有个裁剪培训班（夜

校），虽行走不方便，但为了学习这个技能，她
还是在丈夫的陪伴下，拄着拐、摸着黑去上
课，正是这次培训，让她萌生了开公司弘扬和
传承佤族服饰文化的想法。她决定必须抛开
轮椅、甩掉拐杖、站起来，慢慢地，她学会给自
己针灸止痛，终于坚强地站了起来。她的丈夫
也被她的坚强和执着所感动，并愿意做她的
坚强后盾，陪同她采风，到村村寨寨了解更多
的佤族民风、民俗，了解佤族服饰文化，并于
2015年1月成立了沧源县巴绕民族服饰工艺
品有限责任公司。

华丽转身，绽放巾帼风采

陈红疆虽手脚不便、每天被病痛折磨，但
她总是以坚强的意志和灿烂的笑容迎接每一
天。公司运营后，进布料、点货、验货、设计、量
体裁衣、销售等等，她都是亲力亲为。每天累
得不想多说话，她便一个人静静地待在角落
里调整，不想让大家看到她疲惫的样子。每次
接到订单，她总是亲自对接、亲自安排，她要
做最好的产品，让顾客满意，让佤族服饰走出
国门、走向世界。

2016年 5月，陈红疆公司的服装参加第
十届昆明泛亚国际民族民间工艺品博览会，

产品受到广泛关注和较好评价。公司被评为
2016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先进单位”。2017
年，由陈红疆设计制作并参加演出的节目“民
族时装秀”，在临沧市残疾人文艺汇演和第五
届亚洲微电影艺术节暨第七届临沧边境经济
贸易交易会开幕式展演，两场演出引起社会
强烈反响。2022年11月，公司服饰代表参加

“丝路云裳·七彩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被授
予“云南民族赛装文化节优秀企业奖”。

经过9年的努力，陈红疆公司员工由最初
的3人，发展到现在的14人，解决了9名下岗
工人、4名残疾人、1名大学生就业，还带动了
13户贫困户的手工织布产业发展。2019年4
月，公司被东航集团、李宁集团作为帮扶沧源
佤族自治县“残疾人产业扶贫示范基地”，
2019年7月，被临沧市残疾人联合会作为“临
沧市残疾人就业示范基地”。如今，陈红疆公
司的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品种也在不断增加，
除民族日常生活服饰外，还有节日盛装、新郎
新娘装、舞台装，设计结合佤族民间服饰并融
入现代元素，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陈红疆为实现梦想，要比常人付出更多
努力，这一路上不知经历了多少风雨，克服了
多少困难，才会走到今天，但她仍不松懈，继
续追逐梦想，释放人生精彩。

5月14日，在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第二退休党支部召开的党纪学
习教育座谈会上，抗美援朝老兵、老党员殷再
生激动地说：“我今年90岁了，能活到现在就
是最大的幸福，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一辈子
听党话，跟党走。”

1934年，殷再生出生在山东省济南市三
桥区工人新村。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
青年纷纷响应号召，殷再生也不例外。殷再生
说：“我是第一批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战士，也是1958年最后一批回国的人员，在
朝鲜8年时间，参加过无数次战斗，目睹了战
争的惨烈，为牺牲的战友们感到悲痛，同时，
也和朝鲜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记得有一
次，我生病发高烧，当时部队缺医少药，连续
几天都没好，后来驻地的一位朝鲜大妈知道

后，不顾危险，上山采药给我治病，
这才保住了我的命。”

1958年，殷再生随54军回国驻守在重庆
市，隶属原成都军区管辖。1959年，殷再生提
干，在54军炮兵第三团任参谋，后又调到原成
都军区司令部任参谋。

1975年，殷再生服从部队决定和地方组
织安排，从营职参谋转业安置到原温江专区
温江县人民银行工作。殷再生转业后，继续发
扬军人的光荣传统，保持军人作风，干一行，
爱一行，钻一行。他曾先后担任温江县物资局
副局长、乡镇企业局副局长、温江区人防办副
主任等职务。不管在哪个岗位，他都是兢兢业
业，勤勤恳恳，脚踏实地地工作，做出了突出
成绩，赢得了领导和同志的信任和尊重。

1994年，殷再生光荣退休。退休后，殷再
生常想：“虽然不在一线工作岗位了，但自己
还是一名老战士、老干部、老党员，要始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发挥
余热，继续为党的事业作贡献。”他经常把抗

美援朝的战斗故事，以及黄继光、邱少云、罗
盛教的英雄事迹讲给青少年听，教育鼓励青
少年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向英雄学习，做听党
话、跟党走的时代新人。

殷再生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出国留学后
在国外定居，二女儿患有精神疾病，常年住
院，老伴儿早年就去世了。2022年，殷再生因
为车祸住进了医院。出院后，身体状况已不如
从前了。然而，殷再生却拒绝随大女儿移居国
外，他说：“我是中国人，祖国是我的根，我年
龄大了，一定要落叶归根。”同时，也为了不给
组织添麻烦，他选择住进养老院。

温江区住建局第二退休党支部书记张庆
辉说：“殷再生同志虽然住进了养老院，但他
仍然保持着较强的党性，每月的退休支部学
习活动，他都积极参加，从不缺席，是我们大
家学习的榜样。”

唐广芳：“独臂教师”坚守山村小学38年
◎ 秦丽云文小静黄剑蓉王凤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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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疆：以诚会友以信立誉
◎ 赵淑芳李新翠郑泽莲

殷再生：抗美援朝老兵的家国情怀
◎ 袁海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