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版责编 刘涛 投稿邮箱 1036639134@qq.com

·
多 一 份 精 彩

JIANGSU GONGREN BAO
江苏工会服务网：www.jsghfw.com 江苏工人报新闻网：www.jsgrb.com 本刊电子邮箱：xiuzhoukan@163.com

星期六 2024 年 9 月

（农历甲辰年八月十二） 14

江苏省总工会主管主办

江苏工人报社出版 今日四版

国内统一刊号 CN32-0003

邮发代号27-45 第10782期

周末茶座

江苏工会微信江苏工人报微信

南京市第一、二、八届人大代表，著名作家
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1901年—1995年）是湖南湘
潭人，南京五中原副校长。

“当代表，就要像落花生那样不图虚名默默
奉献。”周俟松的同事郭子奇今年85岁了，与周
俟松代表同事、交往40年，退休前为南京五中副
校长。郭子奇介绍说，大家都读过著名作家许地
山的《落花生》，但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咱们南

京五中就有个“许地山班”，还开设了“江苏省
落花生文学教育课程基地”……这些都离不开一
个人，她就是许地山先生的夫人——五中老校长
周俟松女士。

1949年南京解放，周俟松经徐悲鸿夫人廖静
文介绍，来到南京五中担任数学教师。我1956
年毕业留在五中教书，跟周老同事、交往40年，
经常听她谈到好些往事。

周老是 1954 年当选南京市一届人大代表
的，还参加了南京市一届人大一次会议。也就在
这一年，她拿出许地山先生的稿费500元，在南
京五中校园里修建地理园、气象观测站，引得好
多学校都来参观。

上课、聊天中，周老经常念叨她爱人许地山
先生名作《落花生》里的几句话：“人要做有用的
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她要求自己做一名像“落花生”那样的人民教
师，做一名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人大代表。

当时，周老倡导开展“课堂直观教学活
动”，和数学教研组的老师们精心研制各种数学
教具。其中有一套做得非常精美，还被国家教育

部作为礼品赠送给来访的外宾。1956年，她代表
江苏出席了首届“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
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印象中，周老穿得很简洁素雅，待人真诚。
1962年春节前，她得知我要结婚了，特地赶来我
家表达祝福，并赠给我一本精致的美术日记本，
我一直珍藏至今。周老1971年退休，在自家院
落开设英语课外班，十多年里义务培养了近百名
小学生。

正因为周老心里装着大伙，后来她又被大家
选举为南京市二届、八届人大代表。

在南京人大“云上历史陈列馆”里，我看到周老
参加那次会议的一张老照片：她作为年龄最长的人
大代表，与年纪最小的代表——21岁的周蕴美交流
履职体会。这个画面太珍贵了，是周老“一辈子不
忘立德育人、无私帮助年轻人”的真实写照。

1990 年，周老在 90岁寿辰时，她又一次
向五中捐款，设立“许地山奖学金”。她就是
这样，一生致力传承“落花生精神”，践行自
己作为人大代表“不图虚名、默默奉献”的郑
重承诺。

近日，中宣部、教育部公布2024年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名单，12位教师获此殊荣。他们充分展示了新时代教
师队伍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
心的良好精神风貌，是教师群体的杰出代表，如同盏盏明
灯，照亮莘莘学子的前程。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
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
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好老师既能教给学生知识技
能本领，又能启迪学生心灵、影响学生德行。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需要更多像教书育人楷模那样的
精于传道受业解惑的“大先生”。

做“大先生”，心中必然怀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在学
生眼里，老师是“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给学
生以极大影响。黄大年怀揣“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
赴”的坚定信念，将满腔热血全都献给了地球物理事业，
让学生深受感染。将自己所从事的教育职业升华为国家
民族复兴的事业，自觉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
者和忠实实践者，把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当作始终牢记的职责使命，兢兢业业、矢志不渝，“不戚戚
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真正把信仰信念植根于灵魂深
处，才能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

做“大先生”，心中必然怀着炽热的爱。教育是一门
“仁而爱人”的事业，爱是教育的灵魂，没有爱就没有教
育。教师只有具备仁爱之心，以情动人、育人、化人，才能
走进学生心里，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爱心培育爱、
激发爱、传播爱，才能培养出更多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
人。用爱点亮乡村女孩人生梦想的张桂梅，身患重病仍
然坚守教育第一线，20多年如一日，帮助2000多名贫困

山区女孩求知求学、走出大山；危急时刻以身挡车救学生、自己却再也没
能醒来的李芳；从“不想留”变成“不想走”的“90 后”特岗女教师闫子轩
……正是这些老师们，用仁爱之心共同绘就了人民教师的精神底色，将桃
李满天下、春晖遍四方当作最大荣耀。

做“大先生”，知识必然走在前沿。老师的任务就是教书育人，扎实的
知识功底、过硬的教学能力、勤勉的教学态度、科学的教学方法是教师的
基本素质，其中知识是基础。给学生上课，自己首先要明白，才能让学生
听明白。作为老师，知识更新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及时充电，着眼世界
学术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善于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紧扣时代
脉搏，在自己的学科领域精耕细作，在教
学手段方法的选择上精雕细琢，坚持不
懈、久久为功，用扎实的知识功底、过硬的
教学能力更好地给学生传道授业解惑。

扬子江滚滚东逝，大运河贯通南北。江河
交汇处，江苏镇江的西津古渡临江而立。走进
这里，青石板路面在脚下蜿蜒延伸，石板中间
留下的深深车辙印，诉说着旧时的繁华忙碌，
记录下千年的沧桑变迁。

春日暖阳下，镇江市穆源民族学校的乡情
研学之旅从西津渡开启。站在待渡亭旁，指导
老师向同学们介绍：“‘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
只隔数重山’，当年王安石过江写下这首诗，就
是从这里乘船北上……”

西津渡始成于三国时期，隋唐时期大运河
开凿以后，这里成为南北水上交通咽喉和漕运
枢纽。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曾在此候船或
登岸，用低吟浅唱的诗篇写尽西津古渡的繁华。

时光流转，沧海桑田。由于江滩淤涨、江

岸北移，西津渡日渐远离江岸。到上世纪末
期，这里已不再有渡口，附近房屋建筑岌岌可
危，街区基础设施配套匮乏，居民过着生煤
炉、倒马桶的生活。当地启动对西津渡历史文
化街区的保护工作，秉持“修旧如故，以存其
真”的修缮原则，健全街区功能，提高居民生
活质量。

经过多年修整，西津渡重新焕发生机。如
今这里集聚了3个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30多
个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成为镇江最为醒目的
文化地标之一。

沿着古渡口拾级而上，街道两旁青砖黛
瓦，古色古香。古街的正中是始建于元代的昭
关石塔，至今已矗立700多年。庄严的气度，
吸引着游人到此驻足留影。

距离石塔不远的拱门边，展示着一处考古
挖掘坑，坑内高低错落排列着不同时期的道路
基底：清代路面由不规则石块铺设，明代路面
是规格一致的灰砖，宋元时期和唐代路面为夯
土层，最底层的则是古人在山体上凿出的原始
栈道，可以追溯到唐代之前。

“唐宋元明清，一眼看到今。”游客站在这
里，古渡的千年历史记忆被悄无声息地复原在
眼前。来自上海的游客陆先生驻足感叹：“虽然
只有短短几米长，就已经能让人感受到历史的
沧桑、文化的厚重。”

夜幕降临，西津渡迎来了颜值的巅峰时
刻。屋檐上挂着的灯笼亮起，沧桑古街变得
朦胧而神秘，檀板敲打，京胡伴奏，街角的
尚清戏台灯火辉煌，传统戏曲表演轮番登
场。夜市里的人声不绝于耳，锅盖面的香气
飘散，烟火氤氲。

但西津渡也并不全是热闹繁华。走出主街，
拐进旁边的一条小巷，就能看到紫藤垂落的长
廊，三五位老人在夜色中悠闲散步。几只猫趴在
电动车座椅上小憩，偶有游人经过也未惊扰。

夜深，守望千年的古渡终于沉沉睡去。第
二天，她又将在人间烟火中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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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西津渡镇江西津渡：：千年古渡新千年古渡新 一眼看到今一眼看到今
陈刚 柯高阳

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

游客在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游览

通讯员 宁人宣 记者 陶睿

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代表合影，是标
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南京正式建立的重要史料之一。今年
7月，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向社会公布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照片，
并发起“快来看看，这张老照片里有您或您的亲人吗”活动，引
发百余名市民打来电话讲述“照片背后的故事”。今天我们一
起来听听三位耄耋老人深情讲述老照片背后的“人大故事”。

耄耋老人讲述老照片背后的“人大故事”

南京市第一届至九届人大代表、第
六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侨联顾问章臣
桓（1915 年—1996 年）是江苏江阴人，历
任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协主
席，江苏省政协副主席。

“父亲很自豪，在异国他乡升起了新
中国五星红旗。”章臣桓的长子章文熙
今年已经85岁高龄，他回忆说，父亲是
1934年下南洋的，在印度尼西亚泗水从
事华侨子弟的中文教育工作。他创办华
侨学校，开办中国书局，经常参加当地华
人的爱国救亡运动，深受大家拥戴。

1949年父亲得知新中国成立后，非常
激动，率先在印度尼西亚泗水升起代表新
中国的五星红旗。1950年中国和印尼建
交，他又作为华侨代表，到首都雅加达迎接了新中国首任驻印尼大使。

1952年，父亲带着全家回到祖国，在南京定居。看到当时的南京基础教
育十分薄弱，就满腔热情地投身学校建设中，先后担任南京九中、人民中学的
教导主任、副校长。

父亲是1954年初当选市一届人大代表的，而且连任了九届。父亲连任
代表时间长，我们全家也特别珍视代表这个荣誉。1983年，父亲赴京参加六
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寄给我一个会议首日封。40多年过去了，这个首日
封，我一直视如宝贝珍藏至今。

1956年，父亲代表江苏参加第一次全国归侨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周
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后来，父亲经常将此次参会和受到接见
的经历作为一生的骄傲，讲给我们听。

作为归侨领袖，父亲在归侨、侨眷里很有威信。他一有时间就到归侨、侨
眷中转一转，就他们反映的一些问题提出议案建议，把大家紧紧团结在党委
政府周围。我家以前在利济巷的居所，被称为“侨生之家”。每到节假日，家
里坐满华侨学生，母亲烧他们喜欢的菜肴，我就和他们一起玩。这些华侨学
生长大后，为宣传南京、建设南京做了好多事情。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父亲
80岁高龄时，被特聘为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

作为一位民主党派人士，父亲把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毕生追求。65岁
那年，他终于实现人生夙愿，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活了快一百岁，毕生所学奉献人民，我无
怨无悔。” 王德滋说，按老家的算法，我98岁
了。回顾百年人生路，我有个最大感受，无论
是你学历多高、水平多高，始终不要忘了，个
人的命运前途与国家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

1950年，我从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后留校
任教。当时，国家建设急需大批地质人才，学
校扩大招生规模，地质系一跃成为全校第一大
系。学生多了，师资紧缺，我就被安排负责一
个班的教学任务。那年我26岁，是助教。而另
一个班的老师，是位很有名的教授。当时，我
压力很大。为此，我从早到晚扑在教学上。后
来，有一个学生在南大校报上写了一篇报道，
题目是《深受学生爱戴的王德滋助教》。当时，
学生在校报上专门写文章表扬老师的情况很
少。我想，这件事应该也是我后来当选人大代
表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这一辈子，虽然只当一届市人大代表，
但这是南京市首届人大代表，让我倍感自豪，
一生引以为荣。当选时，我才27岁。这次当选
以及这一届人大代表的履职经历，对我的影响
是终生的，让我更加坚定了要用所学知识来回
报社会的决心。

1956 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
召，我积极响应，利用周末时间加班加点做科
研。每到星期天，就带着水壶和干粮，乘最早
一班火车到达工作地点，翻山越岭采集标本。
晚上再背着几十斤的石头标本下山，乘最晚一
班慢车回到南京。当时，一点不觉得苦，因为
心里有股子信念，希望为国家做点事。

1978 年 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这一年，
我由讲师越级晋升为教授，科研热情更加高
涨。有段时间，我和教研室陈克荣老师一起去
浙江莫干山考察。我们拿着铁锤，从山脚一直
敲到山上，一个地质露头都不放过，一直敲到
700多米高的莫干山顶，发现了一个现象：这里
的花岗岩是慢慢地过渡到流纹岩的，并没有明
确的界限。我大胆推测这个现象或许和它们成
因相同是关联的。带着这个猜想，我继续指导
学生到浙江的一个火山盆地开展调查，也发现
二者在时间、空间和物质来源方面基本一致，
这与之前的推测完全吻合。由此，我们在国内
率先提出“次火山花岗岩”的新理念。这个理
念的提出，将我国对花岗岩的研究推进到一个
全新境地。

后来，无论是担任南大副校长，还是当选

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始终倾情祖国的山川大
河，和“石头”打了一辈子交道。这也许就是
我的执念，一名人大代表“不忘初心，为民服
务”的执念。

章臣桓代表

南京市第一届人大代表王德滋，1927年生，江
苏泰兴人，是我国著名岩石学家，曾任南京大学副
校长、地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1997年，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0年12月，南京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年纪最小的人大
代表周蕴美和年纪最长的人大代表周俟松在交谈。（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