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一辈子有“温度”的教师
杨浦小学分校朱爱民担任低年级班主任 30 年

上个学期， 杨浦小学分校语文教

师、 班主任朱爱民的耳朵突然听不见

声音了。 周五下班后， 她赶到医院看

病，谁知，立刻就被医生“扣下”了。 眼

看周一就要住院， 她在周末为五年级

赶出了好几份《品德与社会》复习卷；
住进了医院，为了不耽误教学进度，她
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 赶在医生查房

前把 35 个孩子的作业批好……
自从 1987 年站上三尺讲台，朱爱

民已连续 30 年担任小学低年级语文教

师兼班主任。她喜欢孩子，喜欢教学，为
此多次放弃升任管理岗位。 她说，教师

是面对“人”的职业，要有“温度”地面

对学生和家长。 “我希望我教出来的学

生，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人。 ”

她是一本教学“活字典”
在杨浦小学分校， 老师们送给朱

爱民一个昵称“活字典”。 学校里几乎

每一位新教师， 都曾向她请教过语文

教学和班级管理方面的问题。
三年级语文教师陈逸婷最喜欢向

朱爱民请教问题。去年，陈逸婷要准备

公开课展示，每天下班后，朱爱民都和

她一起备课、一次次地试教、一次次地

修改教案……陈逸婷回忆说， 朱爱民

对于教学的细节要求很严格， 比如她

要求年轻教师在使用评价语言时要具

体、有细节、有针对性。比如“你今天回

答问题时声音很响亮”“你今天的作业

字写得非常工整”等等。
在语文教学岗位上耕耘了 30 年

整， 朱爱民依旧保持对教学研究的热

情。“小班化教学”“基于课程标准的教

学与评价” ……每次出现新的教学改

革，朱爱民都潜心研究，因为她知道，
教师吃透这些教材，获益的是学生。从
教 30 年，朱爱民虽然早就对课本和教

学环节烂熟于心。但每年暑假，她仍然

会在家重新备课。 “课本虽然一样，但
面对的孩子却各有不同千秋， 仍旧需

要认真对待。 ”她说。

“做班主任就要将心比心”
因为经验丰富， 朱爱民 30 年来一

直担任低年级班主任。 “每年学校开放

日，对口片区的家长只要跟朱老师聊上

几句，都会放心地把孩子送到杨浦小学

分校来。 ”校长马燕婷说，“朱老师有种

‘魔力’，家长再多的疑惑也能在她这里

化解。” 而朱爱民总结 30 年班主任工

作的心得 ：“做班主任就是要 将 心 比

心， 把学生当做自己的孩子一般来关

爱，用合适方法引导孩子健康成长。 ”
跟随爷爷一起生活的豆豆总喜欢

发脾气，爷爷说的话根本听不进。朱爱

民知道后，送给豆豆一面镜子：“你看，
如果你发脾气， 镜子中的自己就会皱

着眉头，很难看。 如果你对着镜子笑，
镜子里的豆豆也会很阳光， 为什么要

把自己最难看的一面展现给亲人呢？”
回家后，豆豆再想发脾气，就先拿出镜

子来照照自己。 “爷爷，我再也不对你

发脾气了。”豆豆的爷爷把孩子的变化

告诉了朱爱民，令她开心不已。
朱爱民有个习惯： 她总会在办公

室里备上几身孩子的衣服， 哪个小朋

友上厕所不注意弄湿衣服， 她会帮孩

子用热水擦洗好身体， 再为孩子换上

干净衣服。“我的孩子小时候也经常上

厕所不小心弄湿衣服，我都很心疼的。
将心比心，帮孩子及时换上干净衣服，
孩子舒服，家长也放心。 ”

创新品社课，为缺失的
家庭教育“补课”

杨浦小学分校有部分随迁子女，
他们的父母忙于打工， 往往忽视了孩

子的家庭教育。 身为学校 《品德与社

会》课教师，朱爱民大胆尝试开展家庭

教育亲子活动课《给我一小时》，为家

庭教育“补课”。
小阳来自安徽农村， 第一次家访

时，朱爱民带去了一份《告家长书》，家
长接过这张薄薄的纸， 却面露难色：
“老师，这上面写了什么？ 我不识字！ ”
朱爱民拿起通知， 一字一句地读给家

长听。 “小阳妈妈，以后学校会有很多

通知， 我就用微信发语音给你， 可以

吗？”家长连连点头。至此，朱爱民给小

阳妈妈发了一年多的语音。 二年级开

始， 朱爱民鼓励已经识字的小阳向妈

妈传达通知，还教妈妈识字。
细心的朱爱民发现， 懂得识字的

小阳开始对从事清洁工工作的妈妈显

露出了“嫌弃”，不希望妈妈接送她上

下学。 朱爱民便在亲子活动课上播放

了小阳妈妈工作的视频， 她说：“工作

不分高低贵贱， 小阳妈妈为城市作出

了巨大贡献，是城市的美容师，让我们

把掌声送给她！”此时，小阳在位置上，
低下头泪流满面。 后来小阳妈妈告诉

朱老师，小阳一回家就拥抱了自己。
朱爱民常说，因为有了家人支持，

她才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工作。

一辈子做老师

课堂里的朱爱民老师。 （杨浦小学分校供图）

■本报记者 张鹏

《清贫的牡丹》 原型人物王振义院士 (中) 来到现场， 寄语新生。 杨学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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钙钛矿光伏技术有望产业化

上海交大科研团队在新一代低成本
太阳能电池研发方面取得突破

本报讯 （记者姜澎） 传统太阳能

电池的主要材料硅终于有了替代品。 上

海交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金属基

复合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韩礼元教授团

队， 用更经济安全的新方法制备出了比

蝉翼还薄数十倍的大面积钙钛矿薄膜，
向大规模低成本太阳能发电的研发迈出

重要一步。 相关的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

表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 《自然》 上。
虽然钙钛矿电池很便宜，发电也“给

力”，但这种新型太阳能电池不好做。 如

果 要 达 到 实 用 化 需 求 ， 它 的 关 键 部

位———钙钛矿材料薄膜———面积要足够

大，薄膜质量要足够好。但依靠现有制备

薄膜的技术，钙钛矿薄膜的面积越大，越

容易出现瑕疵，电池的效率就越低。
韩礼元团队用三年时间解决了这个

问题， 在大面积高质量钙钛矿薄膜制备

的基础上 ， 开发了有效面积为 36.1 平

方厘米的钙钛矿电池模块， 在国际认证

机构首次获得了 12.1%的认证效率， 创

下了大面积钙钛矿模块光电转化效率的

世界纪录。 这让钙钛矿光伏技术有了走

出实验室、 实现大规模产业化的可能。
该团队表示， 未来将把小面积高效

率器件的制备技术应用到该模块当中，
努力达到与当前硅太阳能电池相当的模

块效率。 此外， 将进一步对钙钛矿电池

的稳定性做深入探究， 加速该类型电池

商业化进程。

医学生第一课：学习大医精神

思政课不只在课堂上讲也能在舞台上演，上海交大
医学院师生自编自演大师剧《清贫的牡丹》

“我想告诉你们， 学医这条路

是对的， 将来一定有光明的前途，
如果还有什么经验能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要不断学习， 活到老， 学到

老， 用你所学造福病患。” 昨天的

上海交大医学院礼堂 ， 93 岁的中

国工程院院士王振义的现身， 迎来

师生热烈 “围观”。 老人的出现也

拉开原创话剧 《清贫的牡丹》 的序

幕。 这个医学院新生独特的 “开学

第一课”， 正是以他 70 年的从医历

程为原型的故事。
“牡丹恬淡清雅， 清贫是自愿

选择的， 只有自愿选择甘于清贫，
才是真正的志向。” 随着熟悉的题

词， 《清贫的牡丹》 以师生共演版

形式再度上演。 如何引领学生在医

学道路上心无旁骛， 为除人类之疾

苦不断奋斗； 如何把医学信念教育

与大学思政教育结合在一起， 把学

医 理 想 与 祖 国 命 运 紧 紧 联 系 在 一

起， 这些命题一直是上海交大医学

院在思考的。 《清贫的牡丹》 成为

最佳的答案。
王振义院士是我国著名血液学

专家 ， 2010 年国家最高 科 学 技 术

奖 获 得 者 ， 他 在 国 际 上 首 创 使 用

国 产 全 反 式 维 甲 酸 ， 攻 克 了 急 性

早 幼 粒 细 胞 白 血 病 的 治 疗 难 题 ，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 “癌肿诱导分化

第一人”。
“震撼” “直抵人心”， 很多

人在观剧后这样说。
剧 中 ， 王 振 义 与 人 生 伴 侣 谢

竞 雄 在 震 旦 大 学 校 园 谈 论 人 生 理

想， “不为良相， 便为良医”。 在

瑞 金 医 院 血 液 科 病 房 中 ， 他 目 睹

着 一 个 个 年 轻 生 命 死 于 急 性 白 血

病 ， 坚 定 了 自 己 钻 研 医 学 、 救 死

扶 伤 的 信 念 。 在 贫 困 山 村 ， 他 潜

心 研 究 中 药 ， 救 治 村 民 ， 更 意 识

到 了 中 西 医 结 合 的 重 要 性 。 在 狭

小 的 实 验 室 里 ， 他 与 学 生 和 同 事

一 道 苦 苦 求 索 七 年 ， 终 于 探 索 出

采 用 全 反 式 维 甲 酸 治 疗 急 性 早 幼

粒细胞白血病的新路。
尽管是校园剧， 由医学院自编

自演， 演员清一色都是医学院及附

属医院的师生， 但 《清贫的牡丹》
在 申 城 早 就 小 有 名 气 。 2012 年 ，
在 上 海 交 大 医 学 院 建 校 60 年 时 ，
《清贫的牡丹》 首次登上舞台， 震

撼了师生与校友。 2014 年 11 月 18
日， 作为由市教卫工作党委、 市教

委扶持的上海首场校园原创 “大师

剧”， 《清贫的牡丹》 被搬上更大

的舞台， 获得上海各高校千余名师

生如潮般涌来的好评。
该剧此后成为上海交大医学院

新生必看的 “开学大戏”， 今年还

以 “牡丹剧社” 的形式， 长期招募

医学院师生参排演出。 “不管是什

么医生， 只要能解决问题” “为了

病人， 我不能只考虑自己” ……王

振义这些简单、 朴实的话， 首先深

深触动着每一位参演者。 “也许我

不能创造出辉煌成就， 但我一定牢

记这种牡丹精神， 在我的岗位上努

力工作 ， 愿助 健 康 事 业 更 完 美 ！”
市六医院姚又玲护士这样说。

“ 开 学 看 话 剧 ， 思 想 得 引

领。” 《清贫的牡丹》 也成为上海

交 大 医 学 院 独 特 的 思 政 第 一 课 ，
创 新 了 思 政 教 育 模 式 ， 即 思 政 课

不 只 在 课 堂 上 讲 ， 也 可 以 在 舞 台

上演。
昨天的演出现场， 王振义院士

对病人的负责到底， 对科研的坚持

不懈， 对医学事业的执着奉献， 再

次 赢 得 观 者 热 烈 的 掌 声 。 话 剧 最

后 ， 剧 中 人 物 齐 诵 医 学 生 誓 词 ：
“除人类之病痛， 助健康之完美。”
铮铮誓言令人动容。

上海援藏医生帮她寻回自信
华山医院第二批援藏医疗队牵线救治贫困垂体瘤病人

本报讯 （通讯员花玮 徐畅 记者

陈青） 9 月 10 日 ， 华山医院的花玮医

生接到了阿旺拉姆从西藏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 她兴奋地告诉花医生： “最
近又瘦了 8 斤！ 照这个速度， 不久就可

以回昌都工作 ， 照顾自己的孩子了 ！”
曾经越长越丑的阿旺拉姆在今年 8 月通

过华山医院第二批援藏医疗队摘除了影

响她好几年的生长激素型垂体瘤。
今年7 月的一天， 西藏自治区洛隆

县人民医院 ， 自觉相貌越来越 丑 陋 而

来就诊的阿旺拉姆遇 到 了 华 山 医 院 神

经 外 科 花 玮 医 生 。 经 过 一 系 列 检 查 ，
花玮医生判断阿旺拉姆患了生长激素型

垂体瘤。
虽说生长激素型垂体瘤是一种良性

肿瘤， 但对病人健康和心理危害极大。
这类脑肿瘤短期内会造成手脚增大、 皮

肤粗糙、 相貌变丑， 长期会导致身高异

常增高、 糖尿病、 高血压等疾病， 同时

会引起心脏肥厚增大， 呼吸粗重等。 肿

瘤长大后会压迫视神经 ， 导致 视 野 缺

损、 视力下降， 最终失明。 手术切除肿

瘤是很有效的治疗手段 ， 如能 及 时 全

切， 预后也会更好。
听了花玮医生的解释， 离异后独自

抚养两个孩子的阿旺拉姆很为难。 她想

尽快切除脑子里的肿瘤， 可是， 6 万余

元的手术费对一个每月仅有 2000 元打

工收入、 且去年刚刚摘掉低保户帽子的

女子来说 ， 简直就是个天文数 字 ！ 此

外， 西藏昌都市及周边地区的医院缺乏

必要的手术设备， 而且她的肿瘤巨大，
手术难度较高。 但如果不手术， 她已经

天天戴着口罩不敢见人了， 何况继续发

展还会持续影响她的身体健康， 最终导

致她丧失劳动能力， 甚至威胁生命。
阿旺拉姆的困难通过花玮医生报告

给了华山医院第二批援藏医疗队队长吴

子英， 再上报医院。 最终， 院方决定，
不能让阿旺拉姆因为经济条件和医疗条

件的限制失去治愈的机会， 不能让她因

病返贫， 因病失去未来。
于是大家开始分头行动。 一头， 神

经外科着手安排阿旺拉姆来华山医院手

术的相关事宜；另一头，医疗队员们帮助

阿旺拉姆申请洛隆县卫生局 “岗拉梅朵

基金”支持，缓解经济压力。 同批援藏的

泉州市一医院张谋智医生也热心相助。
8 月 12 日 ， 在洛隆县人民医院专

人陪同下， 阿旺拉姆来到了华山医院。
8 月 16 日下午 ， 在副院长 、 神经外科

常务副主任毛颖教授的技术指导下， 由

朱巍教授主刀， 花玮医生协助， 利用微

创手术顺利完成了垂体瘤切除手术。
术后， 分管医疗及对口支援工作的

马昕副院长代表医院， 和已经完成援藏

任务返沪的第二批援藏队员们一起看望

了阿旺拉姆， 送上医院的慰问金。 马昕

表示： 我们医疗队不仅要送医上门， 也

要畅通转诊渠道。 当地的技术手段无法

处理的病人， 要创造条件接回上海来给

予及时、 周到的治疗。
近年来， 以神经外科为代表的华山

医院优势学科逐步建立了服务西部的医

联体网络 ， 包括新疆喀什 、 西 藏 日 喀

则、 内蒙古呼和浩特、 贵州遵义、 云南

腾冲等贫困地区都能享受到华山医院神

经外科的优质医疗资源服务。 今后， 将

把西藏洛隆的神经外科患者的帮扶救治

工作纳入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服务西部的

医联体网络中来。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用自身所学，为医学事业奋斗一生
放弃德国名校、一心报考祖辈母校……“铁杆学医粉”们信念坚定———

这真是最深情的医学告白 ： 两年

前，一个高中生因为重症肺炎住进了瑞

金医院，经历一个月的生死抢救，她痊

愈康复；出院之际，她下定决心：“等着

我，两年后我要报考医学院，回来成为

你们的同事，去救更多人！ ”
昨天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新生

座 谈 会 上 ， 记 者 见 到 了 这 段 “告 白 ”
的 主 人———临 床 八 年 制 新 生 贾 文 清 。
更令人欣喜的是， 上海交大医学院今

年不仅迎来 “最好招生季”， 录取分数

在众多省市再度领跑全国各大医学院

校 ， 更 吸 引 了 一 批 像 贾 文 清 这 样 的

“学霸” 级考生。

“谢谢你救了我，将来我
要成为你”

贾文清看起来瘦瘦小小 ， 与她交

谈，会立刻感受到她内心“小宇宙”的能

量。 在上海中学的“学霸”圈里，当高中

同学们瞄着“清北”等顶尖名校时，这个

女孩独独钟情医学，一心为“去除人类

病痛疾苦”这门科学而着迷。
十六七岁的孩子有着如此坚定的

学医梦， 原因说起来令人动容。 “小

时候我常生病， 西医治疗的同时 ， 还

会求助中医， 比如龙华医院儿科医生

陆慧丽从我四五岁时就给我开药 ， 直

到 现 在 我 还 会 去 找 她 。” 贾 文 清 自 称

“小药罐子”， 从小喝过不少中药， 也

对医生们生出了特别的情感。 正是因

此， 在应对繁忙学业的同时， 她还会

去龙华医院当志愿者。 她说： “医生

治好了我， 我也想去帮助他人。”
这种感情在一次生病后更为强烈。

高一暑假， 贾文清突然病倒了， 高烧

40℃， 十多天都降不下来 ， 人被烧得

有些神志不清了。 焦急的父母把她送

进了瑞金医院， 她成了呼吸科病房的

重病号。
治疗很棘手， 高烧这会儿退了过

一阵又复发， 病因始终查不出， 治疗

方案一再调整， 护士每隔一段时间就

要来给她测量体温。 “每当我有一点

好 转 ， 医 生 、 护 士 就 会 流 露 出 欣 慰 ，
感觉到我的病竟然跟他们的心情息息

相 关 ， 我 好 一 点 ， 他 们 就 高 兴 一 分 。

这真是深深触动了我。” 贾文清记得，
因为放不下她， 医护人员周末休息还

会来病房看她。
贾文清得的是“重型社区获得性肺

炎”，最终住了整整一个月，她痊愈出院

了，离开的时候她暗下决心，要报考医

学院，也许是为了对每一个救过她性命

的医务人员表达：“谢谢你救了我，将来

我要成为你。 ”

迟到八年的学生来了 ，
还有人跟着祖辈来学医

贾文清兑现了她的承诺，以高分考

取上海交大医学院王牌专业———临床

八年制。 这样的“学霸”级新生，今年上

海交大医学院迎来了一批。
张坤淇应该是其中较传奇的。 本报

今年暑假已报道过这名 “迟到八年”的
医学院新生（见本报 8 月 16 日报道《八

年后再高考,只为学医》）。 这回开学，与
1998 年 、1999 年出生的应届高中毕业

生相比 ，1992 年出生 的 他 算 是 “老 大

哥”了。 他自嘲“情况与大家有些不同”，
但学医的坚定与大家是一样的。

张坤淇的第一次高考是在八年前，
他考取了华中科技大学信息安全专业，
从事游戏产品开发。 他原本抱着创业的

打算，直到 2016 年。 “这回父母跟我聊

了很久，念了这么多年书，他们希望我

做些有意义的事。 ”张坤淇开始重新审

视自己的人生， 最终他决定报考医学

院，当医生。
真是人生何时出发都不算晚，2016

年 8 月他报名了一个高考补习班，今年

6 月，他以甘肃全省 143 名的好成绩考

取上海交大医学院临床八年制专业。
与张坤淇相比，吴缘凯的医学理想

树立得很早，他的太外祖父毕业于震旦

大学， 外公也曾就读于上海第二医学

院， 都可算是上海交大医学院的前身。
斗转星移，一所医学院校的校名不断更

迭，却没有中断这家人报考这所学校的

“家族传统”。
“对医学认识，主要来自祖辈。 记得

外公以前在瑞金医院卢湾分院上班，走
在路上，附近的人都认识他，都会叫他

‘杨医生’，这让我从小就认为医学很崇

高，很坚定地想要学习它。 ”今年成为临

床五年制新生的吴缘凯说道。

学医好时代， 抱定理想
就出发吧

见面会上，“铁杆学医粉” 还有很

多：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浦东外国语学

校德语班的龙一婧高中毕业时同时获

得上海交大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和德

国慕尼黑大学生物化学专业的录取通

知书。 最终，她决定来上海交大医学院

报到；当社会上不少人说着“儿科医生

苦、累、收入少”时，黎爽不仅是上海交

大医学院首届医学五年制 （儿科方向）
的毕业生，今年她又成功考取新华医院

儿科方向硕士研究生，坚定地想成为一

名儿科医生。
这是学医的好时代。 从上海交大医

学院今年的招生情况看，招考分数普遍

攀升，优秀学子乐于报考医学院。 以该

医学院今年在沪招生的本科批次临床

八年制本博连读专业的最低录取分数

为例，相比全市本科自主招生控分线高

了 65 分，达到 566 分，为历年最高 ，而

往年一般只比一本线高 50 分左右。
从该医学院在全国各省区市的录

取线分数线来看， 往年录取分数线在

一本线上 50 分左右的江苏省， 今年也

高出一本线 68 分。 其他 80%省份录取

线都高出当地一本线 150 分以上 ， 例

如福建、 四川、 内蒙古等； 在有的省

份 甚 至 还 高 出 200 分 以 上 ， 如 陕 西 、
新疆、 青海等。

尽管从医环境还有这样那样的不

如意， 医患关系也还有改善余地 ， 但

这 些 年 轻 人 对 学 医 倒 是 无 比 从 容 。
“医学是一份职业， 更是一份事业， 是

内心的归属， 当个人暂不能改变目前

医疗的现状时， 我所受的教育不是用

来怨天尤人， 抱怨社会不公， 抱怨生

不逢时的， 我要用我所学， 抱定为医

学 事 业 奋 斗 一 生 的 信 念 ， 坚 定 而 执

着。” 贾文清与记者分享起这段始终催

她奋进的医学誓言。
“这些年我们能深切感受到高中生

的学医热情， 希望大家抱定思想出发

吧。 ”上海交大医学院教务处处长邵莉

说，随着近期教育部和卫计委共同出台

医教协同推进医学教育的相关文件，为
医学人才培养提供了更优良的环境，相
信从医的前景会越来越好。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原新泾乡马桥大队党支部书记、 新泾乡纪委副书记郭春明同志因

患病医治无效，于 2017 年 9 月 10 日 20 点 12 分在同仁医院逝世，享年

92 岁。 按照老人的遗愿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
对父亲在患病期间，前来关心和探望的亲朋好友表示由衷感谢！

子 郭国安

女 郭丽华 郭爱华

率小辈 泣告

2017 年 9 月 12 日

讣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