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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9 日，汪凌莹起得很早。18 岁
的女孩早早换上了校服，还特意穿上了
一双新鞋。

她坐在轮椅上守候在门口，向远方
眺望——那里蜿蜒着一条山间小路，连
接着这个患有脆骨病的孩子和一支接
力8年的送教队伍。

从 2014 年开始，无法上学的汪凌
莹得到了淳安县浪川乡老师们的帮助，
把课堂送进了她家。从小学到初中，前
后 57 位老师，走过累计 3000 多公里的
送教路，风雨无阻接力授课。

秋季新学年，恰逢教师节+中秋节，
送教队的老师们和已经是初二学生的
汪凌莹会上怎样的第一课呢？

轮椅上的汪凌莹面容干净，头发整
整齐齐地扎在一起，嘴角不住地上扬。

我们站在她的侧面，依稀想起 8 年
前初见汪凌莹的样子——那时的她内

向、不爱说话，一双大眼睛里写满了好
奇。她小声地对记者说：“我想要上学，
我想学会写自己和爸妈的名字。”

如今，她不仅会写自己和爸妈的名
字，能做简单的阅读，认识了一些英语
单词，还学会了唱几首歌，“我最喜欢的
是《小小少年》。”汪凌莹笑着说。

“虽然病情让她的视力变得越来越
差，但她很有毅力，学会了网购商品，变
得比以前更加自信。”接过送教接力棒的
浪川初中校长邵绚阳告诉我们，近两年，
小凌莹住院的时间越来越多，但只要身
体稍好一些，她就会想上课。这次的第
一课原本定在9月1日，因为小凌莹一直
住院，所以推迟了8天。

第一课，小凌莹挑了姜微老师的美
术课，这是她最喜欢的科目。汪凌莹要
学的是——剪一朵花。

姜微拿着卡纸，凌莹小心翼翼地将

一个个花瓣剪齐，粘在绿色的杆子上。
几步简单的操作，绝大部分孩子都能轻
易做到，但对汪凌莹来说却不容易——
由于脆骨病导致的并发症，小凌莹的视
力渐渐退化。如今看人也没有从前那
般真切，有时还要靠声音分辨。

对这个如同自己妹妹一般的女孩，
姜微有些心疼。“没关系，慢慢来。”姜微
握着她的手，一点一点剪齐、粘好,“看
到她学得这么快，我们都很欣慰。”

当看到一朵纸花出现在自己的手掌
上，汪凌莹兴奋地将它拿起来展示，眼神
里充满骄傲：“你们看，我会剪花了。”

8 年来，小凌莹和送教的老师们早
已成了家人。

邵绚阳告诉我们，最初学校的送教
队有13人，都是党员老师，现在全校32
名老师全部加入了送教队。他们分成7
组，每组两三人，覆盖初中所有科目。“现

在连我们的保安都加了进来，偶尔会上
门看看她，陪她聊聊天。”邵绚阳说。

两小时的课上完，汪凌莹突然拿出
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束精心准备的
向日葵。

“马上就是中秋节了，也是教师节，
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一声谢谢。”她说。

接过花的姜微给了汪凌莹一个大
大的拥抱，对于她们来说，这束花是一
份惊喜，更是一份认同，“这一刻，她就
像是我们家里的小妹妹。”

这一课，既是接力的课堂，也是特
别的团圆。

午饭前，我们告别出门，身后依稀
传来汪凌莹学唱《萱草花》的声音。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
采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
把它别在你的发梢，捧在我心上。
陪着你，长大了⋯⋯”

8年57位老师接力送教，淳安“轮椅女孩”迎来新学期第一课

小山村里传来《萱草花》的歌声
本报记者 王逸群 孙金满

（上接第一版）
但这些花销，郑志会不算，他只记录

药送到哪个村、哪一户、治什么病。一个
月记一本，如今堆起来，有半人高了。

这天的首站，是锁岩自然村金菊香
家，距药店半小时车程。虽不太远，但
海拔高，需要走盘山路。弯多路窄，一
侧是山壁，一侧是悬崖，郑志会却将车
开得“风驰电掣”，“走惯了，路都记着。”

“嘟——”不一会儿，山间响起喇叭
声，是约定俗成的招呼。

“志会来了！”76岁的金菊香迎了出来。
送完需要的关节病药，郑志会却不急

着走。他认真交代注意事项，询问血压、血
糖情况，还再三叮嘱，“多休息，别下地”。

20分钟后，他匆匆奔向下一站。同
往常一样，走完预约人家，已过中午饭点。

叩门，从感谢到依赖

郑志会上山，不全为送药。
隔一两个月，他就抽空去看看石坑

自然村的旺伯。加上中秋，今年就去了
五次，二月一次，清明节一次，五一节一
次，七月一次。

初见旺伯的情景，郑志会永远忘不
了。2018 年初秋，天朗气清，给姜家山
自然村最后一户送完药，他准备四处逛
逛。走着走着，发现村后有条一两米宽
的土路，通往山的高处。

村民劝他，“这山很高，没几个人，
你别去了。”郑志会没听，随手捡根粗树
枝，拄着上山了。

除了毛竹，还是毛竹。50 分钟后，
视野中才突然出现一栋房子——背山

面溪，景色绝佳。但整个山村，只有一
户；整栋房子，只住一人。鸟飞过带起
的动静，都听得清晰。

偏远山村没什么产业，年轻人大多在
外地工作，很长时间回乡一次。这些年，
浙江各地大力推动高山村搬迁安置，但有
的老人恋旧，不愿离开生养的土地，有的
经济条件不好，只能留守山上。这当中，
不乏旺伯这样的独居、孤寡老人。

“他们就盼着有人问一声、帮一
把。”郑志会想到，每次自己回老家，父
母总会变得高兴一点、爱笑一点。

自此，每次送完药，他就往山间小路
“钻”，车进不去的土路、石路就靠步行上
去。看到房子就停下，看到人就问问。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叫“边兜风边发现”。

就这样，4 年来，他一户户地叩响
100 多位高山村老人的家门，叮嘱他们

“有事打电话”。
姜家山自然村，只剩最后 2 户人

家。81岁的郑帮福患风湿病多年，每天
要跟身上的疼痛对抗。郑志会每月去
郑帮福家一趟，帮着老人按摩舒缓肿胀
的关节。最重要的，是陪着他说说话。

王石自然村，仅余 6 户，全是 70 岁
左右的老人。去年 12 月的一天，晚上
10 时多，林伯打来电话，口齿不清地说
了两句。之后，问话不应，只听到“呼
呼”的喘气声。郑志会立即上山，将中
风的老人送到医院，救回一条命。

带包盐、修个水管、跑腿办张证、送
老人去趟卫生院⋯⋯这些小事，郑志会

顺手就做了。不少老人对郑志会从陌
生到熟悉，对他的感情从感谢变成了信
任、依赖，“志会，比亲人还亲”。

郑志会却坦言，自己不高尚，由于体
弱多病，他在家时常心情烦闷，也动不动
和妻子拌嘴吵架。如今经常往返山间，
心情反而开阔不少。陪伴过程中，孤单、
无聊的老人们，获得了一些抚慰和排遣，
他也好像获得了一种实实在在的认可。

传递，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山路坎坷，送药路常有波折。
郑志会遇到过不信任的人，当面撕

了他的名片；还有人攻击他，“想骗老人
钱”。去年中秋，正在吃饭的郑志会接
到一位老伯儿子的电话，让送一包板蓝
根、一盒鱼腥草。一听就是测试，但承
诺“24小时服务”就必定要做到，他放下
筷子，把药送到了10公里开外的山村。

郑志会也有想放弃的时刻。
去年夏天，台风“灿都”来袭，他接

到亭旁镇郑家村一位村民电话，没多想
就送药上山了。不料，下山路上，风雨
大作。眼瞅着前方一处山体即将滑坡，
他想一鼓作气冲过去，却仍是晚了一
步。轮胎被掉落的石头打中，车在山路
上打滑转圈，最后在崖边惊险刹住。呆
坐几分钟后，郑志会流下了泪，心里想，

“再也不送药了。”
但半个月后，背着药箱的熟悉身

影，又出现在盘山路上。为什么？郑志

会回应，“因为村民都等着我。”
这两年，郑志会不仅送药，还常在

社交媒体上发视频和照片，希望引发
周围人对山区老人生活的关注。一
次，他看到一位老人在洗用过的口罩，
准备晾干再用，拍下来发到微信朋友
圈。隔了几天，就收到网友匿名寄来
的一箱口罩。他特别高兴，挨家挨户
分给了村民。

今年以来，不足 20 平方米的锦康
药店里，经常堆放着很多米面粮油、
生活用品。“每月都有好心人寄来东
西。”郑志会说，年初，他找镇政府工
作人员整理了一张低保户、孤寡老人
名单，上山时他就根据名单一户户比
对，看到确有需要的人家，就将捐助
物资送上。

前不久，台州市椒江区章安街道市
民王继华看到网络视频，联系上了郑志
会。9 月 4 日，王继华和 5 名志愿者专
程赶到三门，穿上红马甲，和郑志会一
起踏上送药路。在岗后村，他们还带去
了蛋糕，为3位80岁老人过生日。

从部队退伍后，王继华一直利用做
生意之外的空闲时间，组织、参与公益
活动。他期待，越来越多人加入志愿队
伍，帮助这些山区老人。

一个蛋糕，朴素微小，但点燃的蜡
烛火光明亮温暖。

郑志会也越来越相信，这个世界，总
是好人多一些。只要有需要，他的药就
会一直送下去。就像医务人员常说的，
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

“移动药房”的灯，渐渐照亮前方山
路。慢慢地，从一个人，变成了一群人。

大山深处，一个人的移动药房

本 报 杭 州 9 月 10 日 讯 （记 者
纪驭亚） 10 日早上 6 时 30 分，贵州台
江民族中学毕业生、杭州医学院卫生检
验与检疫专业大三学生欧能就从杭州
医学院滨江校区出发，前往临安区板桥
镇豆川村。这里是台江民族中学终身
名誉校长陈立群的老家，也是欧能多次
在手机地图里查询的地方。

几天前，他就和同样毕业于台江民
中、目前也就读于杭州医学院的李玲玲
约好，要在教师节、中秋节这一天，一起
去拜访老校长。约的是上午 9 时 30 分
见面，两个人都激动得一夜没睡好。

实际上，正在老家小住的陈立群得
知台江民中的孩子们要来，早早就起床
等候。“他们是我到台江民中支教后，亲

手招进来的第一批学生，每一个都像我
的孩子。”陈立群说，虽然已卸任校长，
但他受邀担任了台江县的总督学、贵州
教育学会副会长，大量时间和精力依然
倾注在台江乃至贵州的教育领域。他
一直惦念着这两个追随自己来杭州读
大学的孩子，也很想见见他们。

“校长，节日快乐！”递上鲜花和月
饼时，一路都在聊当年陈校长在台江民
中种种往事的两位同学，反倒有些害
羞。“读高中那三年，校长每年中秋都会
给我们带杭州的月饼吃，让中秋节特别
有仪式感。”欧能说，这次和校长约好见
面时间后，自己马上去买了月饼。

李玲玲表示，拜访陈校长的建议是
她提出来的。“我们家孩子多，生活困

难。如果没有校长，我肯定考不上杭
医，即便考上了也读不起。台江民中有
很多像我这样的学生，是校长改变了我
们的命运。”李玲玲说，大学四年的生活
费是校长帮忙找了资助人，自己大一独
自来杭州报到时，也是校长来车站接
她，送她去杭医临安校区。大一时，校
长又专程来学校看望自己和欧能。校
长付出的点点滴滴，她都铭记在心。

接过李玲玲的话头，陈立群关心起
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后的打算。“我想争
取考研。”欧能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陈立
群颇为认同地点点头。李玲玲显得有
些犹豫，说自己家里负担比较重。“你学
的是医学专业，尤其需要更高层次的积
累，最好还是努力考研。自己变得更

好，才能有更多能力帮助家里。”陈立群
听出了李玲玲的为难之处，劝导她的同
时也给了她一颗定心丸，“研究生的学
费、生活费不用担心。只要你能考上，
校长就一定会帮你找到资助人。如果
你依然想毕业就去找工作，也可以多来
跟校长聊聊，校长会尽力帮助你。”

聊生活聊学习聊未来，师生三人热
聊的一个多小时里，还有不少台江民中
的毕业生给陈立群发来微信祝福，有同
学还写下长信感谢师恩。对陈立群来
说，这个寻常的教师节，有了不寻常的
意义。

告别时，陈立群细心地给两名学生
准备了礼物和红包，一如在台江民中时
那样。

在杭读大学的贵州台江民族中学两学子昨拜访老校长陈立群——

寻常的教师节，不寻常的见面

本报讯 （记者 王晨辉） 9 月 10
日是中秋小长假第一天，我省公路整体
运行安全有序，各地交警全力保障出行
畅通。

9 月 9 日，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
284.85 万辆，比去年中秋节前一天上
升 1.94%。10 日 15 时，G25 杭新景高
速杭州段、G60 杭金衢高速下沙大桥、
G9211 甬舟大桥因大流量及事故排队
缓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国省道及城

市主要道路通行情况基本正常。
9月10日，全省交警共启动执法站

95个，设置临时执勤点813个，出动警力
14620人次。9日18时至10日18时，全
省交警共查处酒驾725起，其中醉驾208
起；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4827起。

中秋期间，杭州高速交警启动高等
级勤务，实时关注路面流量，及时动态
发布调整交通管制措施，成立疏堵保畅
应急小组，全力保障群众平安出行。

小长假首日，我省公路运行安全有序小长假首日，我省公路运行安全有序

本 报 杭 州 9 月 10 日 讯 （记 者
拜喆喆 通讯员 陈勇 郑嘉栋） 10 日
上午 10 时，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4 号航
站楼（T4）出发大厅内，80 名旅客正有
序通过海关卫生检疫区域。作为T4首
批出境旅客，他们即将搭乘 HX113 航
班飞往中国香港。

“用手机在微信上提前完成健康申
报，把生成的二维码放在闸机前扫描，
等待绿灯亮起就完成了通关，和过地铁
闸机的体验差不多。”在T4海关卫生检
疫区域，旅客王先生说。

简单的流程背后是科技系统在支
撑。在“流水线”似的通关流程中，智能
闸机已经迅速完成从旅客个人健康信
息读取、体温检测记录到信息核验等多
项通关步骤。快速、高效、无感是这批

出境旅客普遍的感受。
除了智能闸机，T4 的旅客行李监

管模式也进行了创新。与以往旅客要
经过海关、安检两道行李查验环节不
同，T4 启用“海关、民航（安检）一次过
检”的联合监管方式，旅客减少了一次
行李检查，同时也免去了频繁搬运行
李的不便。“过检的图像将实时传输给
我们的远程判图中心，由中心关员对
行李 X 光图像分析判断。如果发现异
常，中心将下达查验指令到一线，智能
协运机器人或者工作人员会引导旅客
前往查验区接受开箱检查。”杭州萧山
国际机场海关旅检一科副科长金宇表
示，“‘远程判图’+‘现场查验’的监管
模式提高了通关效率，也提升了旅客
的通关体验。”

杭州萧山机场T4首架国际航班顺利出境杭州萧山机场T4首架国际航班顺利出境

近日，临海市古城街道摆酒营社区联合银山花园南区业委会，举办以“唱响社区和谐 共
叙家园初心”为主题的邻居节活动，社区居民齐聚一堂，共庆佳节。 拍友 崔迪 摄

本报讯 （记者 干婧 严粒粒）“书
香中国万里行·绍兴站”暨2022年绍兴
市全民阅读盛典活动 9 月 9 日在绍兴
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新闻出版传媒
集团、中国全民阅读媒体联盟、绍兴市
委宣传部等共同举办。

“书香中国万里行”是推动全民阅
读的大型巡回采访活动，为国家级的全
民阅读品牌。

在绍兴，采访团先后采访了榧香
书舍、柯桥新华书店、笛扬读书会等阅
读基地和阅读组织，多层面、多视角关
注绍兴书香社会建设情况，推广全民
阅读典型事迹，深入挖掘千年古城历
史文脉。

活动期间还举行“学党史·读经典”
主题征文等颁奖仪式，“光明书吧”授牌
和赠书仪式。

近年来，绍兴市全民阅读活动不断
探寻当地历史文脉、深挖文化资源，形
成地方特色，以“越读越有味·全民读好
书”品牌为引领，持续深化全民阅读工
作，成功入选中国作协首届“全民阅读
推广城市”。全市居民综合阅读率达
91.71%，居全省第二。

目前，绍兴已累计建成精品城市书
房、农家书屋1622家，乡镇图书分馆、图
书流通站点485个，全省首推的“数字图
书馆”应用年均访问量突破 2000 万人
次，全市域“15分钟阅读圈”基本形成。

“书香中国万里行”走进绍兴

本报绍兴9月10日电（记者 王佳）
10日上午，2022“同心·越城”大会在绍
兴市越城区启幕。来自海内外的 300
多名行业领军人物、专家学者、优秀企
业家、战略合作伙伴和杰出乡贤齐聚越
城，围绕“聚力首位立区 共绘幸福越
城”大会主题，共话发展机遇，共谋合作
新篇。

会上举行了重大平台和产业项目
推介。12 个重大产业项目现场签约，

10 个项目线下签约，项目协议总投资
达 318 亿元，涉及集成电路、智能装备
制造、高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多个领
域，将为越城区、滨海新区产业高质量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会上发布了以“剑胆书心、越古超
今”为核心的新时代“越城精神”。越城
城市形象标识也正式亮相。

主旨大会上还举行了海外越城同乡
会和重点城市越城商会成立揭牌仪式。

2022“同心·越城”大会启幕

新时代“越城精神”发布
2022“同心·越城”大会启幕

新时代“越城精神”发布

9月10日，教师节恰逢中秋佳节，杭州钱江新城上演教师节
主题灯光秀，感谢师恩。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老师，您辛苦了

本报宁波9月10日电（记者 应磊
共享联盟海曙站 张昊桦）“中秋快乐，
欢迎回家。”10 日，正值传统佳节中秋
节，宁波市海曙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迎
来了两名00后退役士兵卢凯亮和叶升
辉。卢凯亮和叶升辉出生于 2001 年，
回到地方第一站就来到退役军人服务
中心办理相关手续。

一声问候、一束鲜花、一个政策礼
包⋯⋯连日来，宁波各地热情接待退役
士兵，全力营造“兵”至如归的氛围。值
得一提的是，为了让退役士兵少跑腿，
宁波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推出退役“一件
事”服务——退役士兵可以直接通过

“浙里办”APP，搜索“军人退役一件事
联办”进行退役报到登记。

为退役军人提供一站式服务，宁波
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与相关部门多次协

调沟通，打通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宁
波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他们将原来分别在 6 个部门办理的退
役报到、预备役登记、基本养老保险关
系接续、基本医疗（城乡居民医疗）保险
关系接续、党（团）员组织关系结转等多
项业务整合，在退役军人服务中心集中
受理。

“这里的一站式服务出乎意料的便
捷，不到 30 分钟就办好了所有事项。”
卢凯亮说，接下来，他准备参加退役军
人事务部门推出的职业培训，规划自己
的职业生涯。

为了让退役士兵更好地回归地方
生活，宁波还推出地方适应性培训“一
堂课”，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为退
役士兵提供适应性培训和职业技能培
训，全力服务好退役军人就业。

宁波退役军人回“家”享一站式服务宁波退役军人回“家”享一站式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