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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关关注注留留守守儿儿童童，，他他费费尽尽了了心心思思
独臂青年孙升峰：用心教会孩子们爱与成长

商河是鼓子秧歌之乡，孙升
峰自小就耳濡目染颇受影响，

“鼓子秧歌奔放有力、乐观向上，
我或多或少会受到影响吧！”

尽管生来没有左小臂，但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中，孙升
峰都非常有热情和担当，大学
时代曾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称号。

近日，在孙集镇中心小学，
记者见到了来这里调研的孙升
峰。放学后，鼓子秧歌兴趣小组
的孩子们带上大鼓、花伞等来操

场练习。孙升峰跟几个孩子一起
敲大鼓，其他孩子兴奋地跑动起
来。

“鼓子秧歌进校园”、“和爸
爸妈妈亲情视频”、“你的生日我
祝福”、“感恩教育反哺活动”等
一系列活动都有孙升峰参与策
划的影子，他总是费尽心思去为
孩子们做点什么，帮助他们更好
地成长。

“每个孩子的成长都不易，
都牵动着父母的心。我小时候也
很自卑、敏感，慢慢地才学会了

放平心态，不去在意，并通过不
断努力积累信心。很多留守儿童
也有这样的情况，我希望能尽全
力去帮助他们健康成才。”孙升
峰说。

由本报联合安利(中国)日
用品有限公司举办的第三届

“责任市民”评选活动开展以
来，各种凡人善举层出不穷，彰
显着泉城济南的城市精神与魅
力。欢迎市民继续拨打本报热
线96706126推荐您身边的榜
样。

当教师时，他用细致的关爱抚平留守儿童的自卑；到镇教育办工作后，他又继续发现和推广各种创意办法来关爱留
守儿童，让留守儿童的学习和生活变得丰富起来。他就是商河县孙集镇少先队总辅导员孙升峰，一名生于1986年的小伙
子，一名致力于关爱留守儿童的独臂青年。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李文平

只是想帮大家

做点有意义的事

64岁的陈立英退休前是育
英中学的一名教师，退休后也
和绝大多数老人一样，在家带
带孙子，无事就唠唠家常打发
时间。“看到很多老人靠打牌打
发时间，才想起把大伙儿组织
起来。”谈起三年前创办艺术团
的初衷，陈立英说只是想帮大
家找点有意义的事儿做。

刚开始组建艺术团，除了寻
找合适的成员外，最困难的是联
系活动场地，赤霞广场、汇统花
园等辖区大的活动场地都留下
了陈立英忙碌的身影。

后来，居委会听说陈立英
自费组建艺术团，带领老人们
搞活动，就提供了一些活动场
地予以支持。“两年前，街道建
成了日间照料中心并提供了一
间活动室，这才有了一个固定

的室内活动场地。”陈立英说。
现在，陈立英的艺术团有

181名团员，年纪最大的85岁，
平均年龄接近70岁。艺术团成
员除了辖区居民外，还有来自
天桥区、槐荫区，以及仲宫镇的
很多老人。

自己的退休金

拿出来搞演出

艺术团成立三年来，除了
排练节目，陈立英还带着团员
们参加演出，获得省市区各级
奖项达12项之多。

二七街道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自艺术团成立，陈立英就将
自己的退休金拿出来搞演出，
自己为此成了“月光族”。

每次排练演出，光是印制
曲谱就要数百张，还有一些简
单的道具，陈立英从来不让团
员出钱。团员家庭条件比较困
难的，或有个疾病啥的，她也是
自己掏钱前去看望。“自己有退
休金，只要花到该花的地方就不

冤。”谈起这些，陈立英显得很淡
然。

做了10年楼长

退休后更忙碌

在市中区教委，陈立英还
带领着另外一支艺术团，每周
都要抽出时间去排练演出。除
了带这两个艺术团，剩余时间
也闲不下来，陈立英还做着楼
长，这一干就是10年。

陈立英所在的小区属于开
放式小区，原来是铁路宿舍。小
区路灯坏了，一直没人修，市政
部门说小区属于产权单位，不
负责修理。皮球踢来踢去，陈立
英就自己把这个活揽了下来，
找领导，说原因，硬是把坏了的
路灯给“整”亮了 。

长年在外忙碌，退休后反
而更忙碌了，对于现在的生活
状态，陈立英觉得很充实。陈立
英笑着说：“家里的人都很支
持，没有后顾之忧，只要身体允
许，就会一直干下去。”

组组建建合合唱唱团团，，她她成成了了““月月光光族族””
退休教师陈立英：身体允许，会一直干下去

退休前每周上五天班，退休后每周上七天班，除了担任
两个艺术团的团长，还做了10年的楼长，这就是二七街道铁
二社区居民陈立英退休后的生活。一名退休的老教师，硬是
想尽办法建立了一个近200人的老年人艺术团。做这些事费
时间不说，陈立英还经常自出经费给团员印制曲谱，自掏腰
包看望有困难的团员，为此成了“月光一族”。

陈立英（右一）与团员们在演出中。

本报记者 肖龙凤 实习生 王亚鹏

2008年，孙升峰从德州学院
小学教育专业毕业，2010年回到
老家商河县孙集镇，在高仙庄小
学担任三年级语文老师。接手
时，这个47人的班级已经换了好
几任老师，成绩排在全镇末位，
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普遍不高。孙
升峰开始从学生身上逐个寻找
原因。

小丽是一个课堂反应挺快
的小姑娘，但成绩始终处于下
游。孙升峰经过多方打听，了解
到她的父亲肢体残疾，母亲和姐
姐常年在外务工。成绩差和家庭
情况导致的自卑感，让小丽大多
数时间都躲在教室角落里。

孙升峰先给小丽安排了一
个性格相投、成绩较好的同桌，
让她渐渐有了朋友圈。课堂上，
孙升峰经常点名让小丽回答问
题，及时给予鼓励。课下，孙升峰
时常用自身经历来鼓励小丽。

孙升峰还经常与小丽的父
亲探讨如何帮助她健康成长。渐
渐地，小丽的成绩提高了，脸上
也有了笑容。“看到她一点一点
进步，我觉得很满足。”说起这
些，孙升峰一脸幸福。

“我可能显得有些理想主义，
但我真心希望能够尽我所能向孩
子传授知识，同时也用心教会他
们学会爱与成长。”孙升峰说。

看到学生进步，他觉得很满足

2011年，孙升峰调到孙集镇
教育办公室，虽然不在教学一线
了，但他对留守儿童的责任与热
情从未消减。自2008年起，孙集
镇就启动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
已累计帮扶留守儿童3200多人。
如何在坚持既有好做法的同时，
进一步细化对留守儿童的关爱，
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大课题。

2013年春季一开学，孙升峰
与学校老师和计协的志愿者去家
访，发现一些留守儿童的祖辈疼
孩子的方式有点偏了。“他们认为
让孩子吃饱喝好，给零花钱哄他
们高兴就好了。这种方式容易让
孩子一切都以自我为中心，不但
难与父母交流，也不利于将来融

入社会。”孙升峰对此非常担忧。
经过孙集镇教育办的倡导，

在家委会之外，各学校都为留守
儿童专门成立了“爷爷奶奶家委
会”，每月开一次会，由老师告诉
爷爷奶奶们该怎样教育孩子，同
时定期了解学生的情况和家里实
际困难，更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

孙集镇中心小学学生小奇
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他的爷爷
奶奶把他吃饱穿暖放在首位，很
少关心他的学习和心理需要，导
致小奇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志
愿者周克志老师与小奇结为帮扶
对子，放学后带他在学校里打乒
乓球、完成作业和谈心。这一切，
换来了小奇的开朗与进步。

倡导成立“爷爷奶奶家委会”

策划系列活动，帮助孩子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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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升峰带领孩子们排练鼓子秧歌。 本报记者 郭建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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