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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愿教师们珍惜“人类灵魂工程师”这荣称，奋发努力，乐于奉献，争做受社会
尊敬的好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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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
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为人师者当立德立行

汇聚慈善力量
助力共同富裕

核心观点

共同富裕需要慈善力量。汇聚
慈善力量，则需要让更多人把慈善
的意义内化于心。

□ 青田 吴昭立

日前，笔者在一本《如诗如画》的散文集
里，看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北京市第四中
学有个叫丁榕的教师，是全国优秀班主任。她
一心扑在工作上，把全部的爱都献给了学生
们。而她 8岁的爱子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照料
夭折了。当她忍受着巨大的悲痛，第二天给学
生上课时，全班学生含着热泪声声唤她“妈
妈”，从此这个班的学生以及她从前教过和以
后教的学生，许多人不仅口里唤着，而且在行
动上切切实实地把她当母亲看待。她失去了
一个孩子，却又得到了数百名儿女，她得到比
亲骨肉还亲的亲情。

如今，尊师之风已在社会形成。国家把 9
月 10日定为教师节，还不断提高教师的政治待
遇和经济待遇。

教师的为人师表，亘古未变。只是不同时
代、不同国籍的教师表达的内涵不同而已。在
我国市场经济大潮涌动的今天，教师要以自身
崇高的思想道德、高尚的情操、渊博的知识、高
雅的仪表去感染和教育学生。这不仅是教师
完成教育必备的条件，而且这对学生全面发展
起着重要的表率作用。我们欣喜地看到，我们
绝大多数教师都这样做了。他们爱生如子，呕
心沥血，用生命之光点燃学生智慧的火花，培

育出一个又一个栋梁之材，赢得社会的尊重和
爱戴。

社会尊重教师，教师应莫忘为人师表,做到
自尊！

但我们必须看到，教师队伍中也有教师缺
乏责任心，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敷衍了事，误人
子弟。有些教师不满足工资收入，不顾教育主
管部门三申五令的“严禁”，跑到校外培训班、
补习班兼任“名师”，大捞外快。有的中学教师
在校内上课时不传授教材知识的难点、重点，
在考试时多出一些难点重点知识题，迫使一些
经济困难的学生交钱到校外培训班听他的补
课，学生与家长对此怨声载道。

教师被喻为“人类灵魂工程师”，在教书育
人的工作中，必须以美好的心灵去熏陶学生，
以美好的道德素养去感染学生，将渊博的知识
传授给学生，才能得到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为
此，教师必须甘于吃苦，乐于奉献，坚定地站立
在校园这方净土上，淡泊名利，不为钱财所
惑。教师的责任在于专心地用自己的心血和
汗水构建人类的希望和未来，只有这样才能得
到学生和社会的尊敬。

教师要获得社会的尊敬，必须做到自尊，
以美好师德和无私的奉献去赢得社会的尊
敬。愿教师们珍惜“灵魂工程师”这荣称，奋发
努力，乐于奉献，争做受社会尊敬的好园丁。

□ 本报评论员 洪盛勇

9月5日是全国第六个“中华慈善日”，我
市各单位干部职工和社会各界人士，在不同
地点以不同形式参加了捐款活动。

2021年“慈善一日捐”活动旨在形成人
人心怀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良好氛围，鼓
励社会各界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多献爱心、
多行义举，汇聚慈善力量，积极投身乡村振
兴、绿色发展、救助惠民等社会事业，继续聚
焦群众关切关心的社会热点、民生福祉，助
力民生保障，持续巩固脱贫成果，为慈善助
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共同富裕需要汇聚慈善力量。
8月 17日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

次会议在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时提
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
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第三次分配，一
般认为就是指公益慈善机构和志愿者组织
来主导，按自愿原则的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所指的慈善古已有之，中外
皆有。中国传统基层治理中有学田、义仓
等，民间自发的助学等，都属于慈善。慈善
是社会主体自主自愿参与的财富流动，对困
难人群有着重要的救济功能，因此，对共同
富裕有积极而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更
可以引导社会形成互助观念，可对政治文化
等等方面产生积极影响，助力共同富裕。

据报道，去年以来，市慈善总会共计募
集慈善资金 2495万元，惠及困难群众 1.9万
人次，为丽水加快跨越式高质量发展、扎实
推动共同富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它更
改变了社会风气，使慈善之风在丽水席卷开
来，对丽水各个领域的发展无形当中起着不
可忽略的作用，善莫大焉！

共同富裕需要慈善力量。汇聚慈善力
量，则需要让更多人把慈善的意义内化于心。

慈善不光是帮人，更是帮己。在建设共
同富裕美好社会的背景下，慈善对共同富裕
又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果能把慈
善的意义真正吃透，内化于心，变成自己的
一种自觉，那么顾虑阻碍就不成为问题，慈
善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庞大。

实际上，许多普通百姓以及企业家，已
经把慈善作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心怀别
人，乐于助人。2021年，福耀玻璃集团创始
人、董事长曹德旺家族有两笔重大捐款。一
笔是在 5月份，捐款 100亿建福建科技大学；
另外一笔是在 8 月份，向河南灾区捐款 1
亿。如今，曹德旺已累计捐款 260亿元。他
认为，“人活一世，就是为了给他人带来幸
福。”“拥有财富，也是背负责任。捐了，卸
下重担，反而一身轻松。”这种慈善观念让他
在慈善的路上一路狂奔。

像曹德旺这样的慈善者越多越好。相信
假以时日，这样的慈善者也一定会越来越多！

□ 市直 一言

春华秋实，桃李沁香。所有的期待都开花
结果，所有的美好都如约而至。在第 37个教师
节到来之际，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
九月的校园爱意浓浓、温暖满满。在此，谨向
辛勤奋战在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
者致以节日问候和崇高敬意！

一位哲人说过：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
职业。长期以来，广大教育工作者挺直脊梁作
灯塔、俯下身子当桥梁，在日复一日的舌耕笔
耘中，用心做好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
工作。实践证明，教师能成为学生言行的示
范，获得学生的认可和尊敬，才能使学生“亲其
师而信其道”，从而进一步达到立德树人的目
的。一名好教师，将高尚的道德风范贯穿于教
育教学过程始终，以“敬业爱生”为工作准则和
自然习惯，以心育心、以德育德、以人格育人
格，才能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积极影响，这
种润物无声的影响是持久深远的。许许多多
的教师用行动刻画了为人师者该有的样子，展
现了良好的师德师风。

毋庸讳言，教师群体也有个别“害群之
马”，缺乏对纪律和准则的敬畏，违反师德、败
坏师风。从教育部近两年公开曝光的典型案
例看，有的歧视体罚学生、有的搞有偿补课、有

的收受礼品礼金、有的违反教学纪律等等，其
危害不言而喻。对这些典型案例，要以案为
鉴，加强警示教育，引导广大教师时刻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坚守师德底线。

新时代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必须全面
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要
突出规则立德，强化纪律建设，依法依规健全
规范体系，开展系统化、常态化宣传教育。广
大教育工作者要自觉加强学习，提高法治素
养、规则意识，提升依法执教、规范执教能力。
要下大力涵养孜孜以求、诲人不倦的师者之
心，不求索取、不图回报的师者之德，甘为红
烛、甘当人梯的师者之风，坚持“站上讲台就是
生命在歌唱”，精心施教、倾心育人，以真情、真
心、真诚教育影响孩子，努力成为塑造学生品
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教师学为人师、行
为世范，学生就会如饮甘露、如沐春风，选择立
正心、走正道。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
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
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有人用“一个肩膀挑着学生的现在，一个肩膀挑
着国家的未来”来寄语教师。让每一块沃土都
有教师“吐辞为经、举足为法”，学生“亲其师”

“信其道”，社会“为学莫重于尊师”，教育的未来
一定会更美好，民族复兴征途上也会洒满阳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