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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六小是一所九年制义务教育

学校。初到六小，马卫华接手了七（6）

班的数学教学工作。面对学生们数学

底子比较薄弱的现实，马卫华不断找老

师和学生了解班情学情，分析总结“病

症”，及时准确地制定了教学计划。随

后，针对该校初中数学教学的短板，马

卫华又为六小数学组量身定制了提升

数学学科的教育教学质量与教育信息

化能力的培训计划，到目前已连续举办

了三次讲座。

2023 年 4 月 19 日，首场“几何画

板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专题讲座，马

卫华着重介绍了几何画板在数学教学

中 的 应 用 与 课 堂 效 果 。 5 月 10 日 ，

马 卫 华 再 次 为 六 小 数 学 老 师 培 训

“ 几 何 画 板 的 简 单 应 用 ”，细致地讲

解，不厌其烦地逐一示范，不仅教授做

几何图形题的方法，还教会大家利用

图形的运动来分析题意，让数学教学

更直观。

“几何画板的教学方法需要在不断

运用中得到巩固。”课余时间，马卫华随

时为老师们提供帮助，让老师们逐渐能

够在课堂中得心应手地应用该项技术

授课，从而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效率。

2023 年中考前夕，马卫华又专门

为六小初中数学组开展了一次数学中

考综合专题复习讲座。讲座中，马卫华

由浅入深，逐一进行了分类讲解。凭着

自己深厚的教育教学功底，马卫华根据

六小的教学实际情况，研究总结出 40

多种相关题型，并将其编汇成集，慷慨

无私地分享给老师们，希望自己付出

的心血可以让老师们少走弯路，对六

小教学有所增益。

此 外 ，马 卫 华 还 应 邀 担 任 六 小

“王鑫琼初中数学名师工作室”指导

老师。他积极联系我市教研室初中

数学教研员王玲玑交流探讨，对工作

室 开 展 的 各 项 工 作 进 行 悉 心 指 导 。

尽管工作繁忙，他依然一次次地帮工

作室领衔人王鑫琼修改课件、磨课。

最终，王鑫琼在平昌县初中数学青年

教师赛课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县二等

奖的佳绩。

“马老师教学严谨，为人和善，富有

爱心，身上还藏着其他许多优点，大家

越来越喜欢马老师了。”王鑫琼称赞马

卫华为“宝藏男孩”，希望他能够继续留

下来带六小教师一起进步。王鑫琼的

话道出了老师们的心声，一年支教快到

期时，校长李紫贤也真诚挽留他。2023

年8月，向组织申请后，马卫华延长了一

个学期的支教时间。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在平昌六小

任教以来，马卫华发现一些学生之所以

学习主动性、自觉性不够强，是因为在

家庭中缺少关爱，不少都是父母不在身

边的留守儿童。平时生活中，马卫华总

会多给予他们一些关心。一本草稿本、

一套文具、一张名字贴，都能换来孩子

们的笑脸。

“ 只 要 真 心 付 出 ，都 会 获 得 他 们

真诚的回报。”马卫华说，孩子们从七

年级的不适应到现在与他打成一片，

成绩也在稳步上升。现在课后问问

题的同学越来越多了，马卫华就利用

每天午饭后的两个多小时，坐在办公

室等他们来咨询。孩子们有问数学

问题的，也有来拉家常的，他会给他

们 讲 讲 外 面 的 精 彩 世 界 ，鼓 励 他 们

努 力 学 习 ，以 后 靠 自 己 去 领 略 世 界

的多彩。

教育是薪火相传，亦是润物无声。

马卫华说，支教工作是充实的，既有辛

苦的付出，也有沉甸甸的收获。作为东

西部教育协作的一座“桥梁”，马卫华踏

实工作，勤于钻研，以其“捧一颗心来，

不带一棵草去”的无私奉献精神赢得了

六小师生的赞扬与肯定。而这段特殊

的支教经历也将成为马卫华人生中的

一笔宝贵的财富，激励着他在教书育人

的道路上前行。

市民记者 王珍
融媒记者 颜元滔

有辛苦的付出 也有沉甸甸的收获

分析总结“病症” 制订教学计划
73 年无户口，说起来令人很难相

信，可以说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这

件事还要从 2022 年 6 月 15 日下午说

起。

当时，一位老人找到了正在窗口

值班的老陈。老人掏出一张纸质的核

酸检测报告，说自己是从衢州过来的，

核酸检测报告的有效期是两天，再过

几个小时就失效了，明天就进不了办

事大厅，也回不了衢州。

看 着 焦 急 的 老 人 ，老 陈 倒 了 杯

水，请他坐下来慢慢说。在老人断断

续续的讲述中，老陈了解了他的基本

情况。

老人姓胡，是龙山镇古陇村人，父

母在他不到 3 岁时就相继去世。他一

直跟着外婆生活，没有上过户口。几

年后，外婆因病去世，举目无亲的他开

始了四处流浪的生活。早些年，老胡

靠捡废品为生。40 岁后，他来到衢

州，在工地上打工谋生，时间一晃就是

30多年。

因为没有户口，老胡只能吃住在

工地。高强度的体力活加上经常饥

一顿饱一顿，老胡患上了严重的胃

病。想到没有户口，将来的生活没有

着落，老胡就夜不能寐。于是，老胡

决定回永康碰碰运气，看能不能落实

户口。

老胡的坎坷遭遇让老陈非常同

情，决定帮他解决户口问题。

因为老胡没读过书，不会写字，老

陈就代写了落实户口的申请书，帮他

准备好了一切必要的手续，并让窗口

工作人员推迟下班，为他办理了落户

手续和临时身份证。

由于老胡在永康无亲无故，老陈

就把他的户口落在了西城派出所集体

户。老胡没有支付宝，老陈就帮他支

付了相关费用。考虑到老胡没有地方

住宿，老陈还给他安排了免费的住宿，

并留下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让他有困

难随时联系。

临别时，老胡紧紧握着老陈的手，

连声感谢，说他对这次回来办户口本

来没抱太大的希望，没想到这么顺利，

真正体会到了公安机关为民服务的好

作风。

民警热心帮忙 老人终于落户

办理了老年证 又办理了低保

2023 年 4 月的一天，老陈又接到

老胡的电话，说他想离开衢州回永康

生活，打算办一本老年证。

第二天，老陈陪老胡来到民政窗

口，办理了老年证，又陪他到市人力社

保局医保窗口，咨询社保和医保相关

政策。

在聊天的过程中，老陈了解到老

胡没有积蓄，回永康也没有工作，就

建议他办理低保。为了让老胡能早

日享受低保，老陈带着老胡跑了多个

部门单位。几经周折，2 个月后，老胡

的低保批了下来。看着银行卡里多

出的 1050 元钱，老胡的兴奋之情溢于

言表。

收入的问题解决了，住的问题又

摆在老胡面前。老陈想到了公租房，

于是帮老胡提交了申请。9月底，老胡

拿到了公租房的钥匙。房子位于三马

路公租房小区，大约有60平方米，一室

两厅一厨一卫，还有一个宽敞的阳台。

为了让老胡早日住进公租房，老

陈又带着老胡到处跑，办理了自来水和

电费的过户手续，办理了天然气缴费手

续。接着，老陈又去家具市场买了桌

子、凳子和床，去五金城买了煤气灶，找

了一个卖洁具的朋友更换了淋浴喷头，

找了另一个朋友安装了卧室的灯。

看到老陈为他安排好了一切，老

胡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他说，他的第

一本户口簿、第一张身份证、第一张

银行卡、第一张老年证、第一笔低保

金、第一笔住房补贴、第一套住房、第

一张床、第一张桌子、第一个煤气灶，

都是在老陈的帮助下获得的。漂泊

一生，还是家乡最温暖，还是家乡的

警察最好。

老陈则说，和老胡遇见，是一种缘

分，为群众排忧解难，让群众高兴而

来、满意而归是民警的初心使命。

市民记者 陈永柯
融媒记者 胡美樱子

J 今天我出街

捧着一颗心捧着一颗心
架好一座桥架好一座桥

援川教师的支教生活很精彩援川教师的支教生活很精彩
志合者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不以山海为远；；为师者为师者，，唯匠心以致远唯匠心以致远。。20222022 年年 99

月月，，作为新一轮东西部协作战略部署的践行者作为新一轮东西部协作战略部署的践行者，，前仓学校数学教师前仓学校数学教师
马卫华来到四川平昌第六小学支教马卫华来到四川平昌第六小学支教。。让山区孩子享受到东部的教让山区孩子享受到东部的教
育资源育资源，，是马卫华援川的初心是马卫华援川的初心。。

一年多来一年多来，，马卫华克服环境马卫华克服环境、、生活的困难生活的困难，，竭尽所能为当地的孩竭尽所能为当地的孩
子和教师子和教师““传经送宝传经送宝”，”，积极开展下乡送教积极开展下乡送教、、毫无保留分享经验毫无保留分享经验，，用实用实
际行动践行着教育者的初心使命际行动践行着教育者的初心使命，，展示了永康教育人的风采展示了永康教育人的风采。。

今年是民警老陈从事公安户籍窗口工作的第八个年头今年是民警老陈从事公安户籍窗口工作的第八个年头。。88
年来年来，，老陈先后帮助数十名群众落实户口老陈先后帮助数十名群众落实户口，，44次受到省市主要领次受到省市主要领
导批示肯定导批示肯定。。其中其中，，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为还是为 7373 年无户口的年无户口的
老胡解决户口问题老胡解决户口问题。。

““我的十个我的十个‘‘第一第一’’
都是他帮忙的都是他帮忙的””
7373岁老人圆上落户梦岁老人圆上落户梦

马卫华在课堂上 老胡领到了户口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