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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默默坚守，扎根农村教育；24年不忘初
心，心系学生成长。一块黑板，为学生描绘大千
世界；三尺讲台，为学生奠基幸福人生。他，就是
东丰县横道河镇中心校教师、优秀共产党员贝
洪波。

贝洪波 1998年毕业于辽源师范学校，毕业
后被分配到东丰县横道河镇三合村小学任班主
任。他在村小潜心教学，探索耕耘十年，工作得
到了家长、同事及领导的一致认可。2008年，他
被调入横道河镇中心校任班主任。

2012年 3月，贝洪波担任学校教导主任，协
助教学副校长主抓学校的教学常规管理和校本
教研工作。2017年 12月，他任学校副校长，分管
教学工作。在担任教导主任和教学副校长期间，
他始终立足岗位、尽职尽责，自觉加强自身业务
学习，提高自身教学能力和管理能力。在课堂教
学中注重引导学生经历知识再发现的过程，积
极落实新课程理念，关注学生独立思考、学会思
考、学会表达思考能力的培养；抓教学常规管理
注重科学化和精细化，抓实备讲批辅考评的过

程管理，引导并激励教师规范教学行为，致力于
向课堂四十分钟要效益，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抓
校本研修，聚焦课堂教学，注重培训与实践相结
合，引导教师转变教学方式，助力教师业务成
长；积极参与课堂教学改革的探索实践，在推进
课堂教学改革的过程中实际上课示范、做课改
理念解读，给予教师业务指导和理念引领；重视
抓青年教师和骨干教师两支队伍的培养，提升
教师专业素养和教育教学水平，与教师们共同
成长。

贝洪波说：“教育工作是一个幸福的职业。
而乡村教育工作者更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为
山里娃插上可以在未来腾飞的翅膀。作为一名
扎根农村教育的共产党人，我始终恪守‘奉献不
言苦、追求无止境’的人生格言，用一颗赤诚之
心塑造新时代模范共产党员教师的良好形象，
为东丰县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刘新刘新昕，辽源五中“火箭班”班主任。虽然是“80”后，但
他却已有21年教龄，是我市优秀的青年高中教师，“网红”班
主任，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

带班有法，业绩突出。刘新昕从事高中数学教学 21年，
做了19年的班主任，其中9年时间任“火箭班”班主任。关于
班级管理，他有一套独特且行之有效的带班方法——“德育
塑造学生灵魂，体育促进学生成长。”他充分尊重每个学生
的个性成长，带领学生长期坚持长跑，男生 5000米，女生
3000米。他带的 7届毕业班在高考中均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其中，不乏辽源地区文科状元，多人考入清华、北大等重点
名校。现在，更有多个学生考取硕士、博士学位。今年高考，
他所带的毕业班有36人，全班高考成绩平均659.5分，其中8
人成绩超过680分。

2011年开始，刘新昕患上了“世界十大疑难杂症”之一
的疾病——强直性脊柱炎。剧烈的疼痛让刘新昕翻不了身、
下不了地。考虑身体因素，医生和家人多次劝他离开讲台，
但对于一个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的老师来说，让他离开
教室、离开学生，无疑是一种痛苦。在医院治疗一个多月后，
他不顾身体的病痛和医生的劝阻，毅然站回了班级的讲台
上。至今的 13年里，他也一直以饱满的精神状态教学，将一
批又一批优秀学子送入全国各个高等学府。

有人说，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也有人说春蚕
到死丝方尽；更有人把教师比作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刘新昕就将这些比喻在平日的教学工作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也因此，他是“辽源市师德模范”“辽源市骨干教师”“辽

源好人”“辽源市优秀班主任”“吉林省中小学省级骨干教
师”“吉林好人——最美教师”“辽源市教学精英”“吉林省第
六批中小学中青年高中数学学科带头人”。

对家庭有困难的同学，刘新昕还默默资助。资助金额从
300元、500元到如今的1050元，受助学生从几人到如今的几
十人。21年里，刘新昕以个人名义资助困难学生累计超过 4
万元。学校了解此事之后，根据他单次资助的最高金额，将
这个爱心行动命名为“1050爱心助学计划”。

春耕秋收，润物无声。“一言育人、一行立信”。刘新昕正
是因为这样的人格魅力，深深感染着他的学生。他像一盏明
灯，传递着光明，启迪学子的心灵。

1969年出生的李亚君，中共辽源市委党校
教授、经管教研室主任。曾在吉林省委党校、吉
林省行政学院精品课大赛中获得“精品课奖”，
现代生态农业暨“四同”项目教学曾获全市“组
织创新一等奖”。

1992年，她从四平师范学院（现吉林师范大
学）毕业。同年进入东辽县委党校，成为了一名
为党和国家培养党员干部的教师。2005年，通过
招录，她考入中共辽源市委党校。至今，已在党
校教学一线工作32年。

李亚君大学学习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她深知党的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自 1992年进
入中共东辽县委党校任教之日起，她便铭记自
己身为党校教师的神圣职责，更将这份责任和
使命延续至今。对于党校教师的身份，她也始终
有着无比的职业荣誉感和获得感。

1992年，李亚君参加工作之初，正值党的十
四大召开，她讲的第一堂课就是解读党的十四
大报告。她的心情也由起初的兴奋转为了如山
的压力。因为党校的教学内容和授课对象都与
实习时的高中不一样。党校教学没有固定教材，
所讲内容也都需要教师自己收集整理资料并撰
写“教材”。每次的授课时长也不像基础教育固
定的45分钟，党课每讲就是半天的时间。当年也
不像现在的互联网时代，任何资料网上一搜便
有。当时所有教学资料的获取都来源于纸质的
书籍、报刊、杂志等载体。为此，她在一位老教师
的带领下，跑到市、县图书馆、新华书店以及几
所学校的图书资料室，分别查阅资料。然后，起
早贪黑地备课，为自己在党校的第一课全力以
赴。初登党校讲台，面对教室内坐着的党员领导
干部，虽然紧张和不自信充满了内心，但她还尽
力表现得淡定和从容。

讲完那终生难忘的第一堂党课，她总结并
为自己定下授课标准：党校教师授课时必须要
时刻保持空杯心态，具有持久不变的学习意识，
这既是这个职业的挑战，也是它的魅力所在。也
正因如此，她认为党校教师的职业是与人生成
长锲合度最高的职业，因为它将随着个人职业
能力的不断提高，使自我不断成长、自我价值不
断提升。

习近平总书记说，“党校不是普通学校，而
是党教育培训执政骨干的学校，政治上必须有
更高的要求”。

“党校姓党”是党校与生俱来的基因，也是
党校教师必须坚守的原则。党校教师不是一般
的知识传授者，而是党的理论、党的信仰的传授

者，这个角色决定了党校教师在政治上必须坚
定。因此，在教学中，党校教师也必须始终坚持
真学真懂、真信真讲。因为只有自己坚定了对马
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讲
课才能真正讲得有底气、有深度、有自信、有魅
力，从而也才能引导学员真学真懂、真信真用。

自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到2022年党的二
十大召开，每一届党代会的宣讲培训工作，李亚君
都是参与者、宣讲者。她将此事看做是自己在党校
从教32年来很有职业荣誉感和成就感的事。

32年来，每逢党和国家每一次重要的会议，
作为党校教师，她都站在讲台上宣传讲解着党
的大政方针，见证着国家一步步强盛起来，同时
自己也与党和国家共成长。国家的强盛使她作
为党的理论宣传者站在讲台授课，也越来越有
底气、有信心。

作为从教 32年的资深党校教育工作者，李
亚君获得了一批又一批学员的广泛认可。这些
学员，普遍是党员领导干部、是各个岗位中的精
英，甚至是重要职能部门的“关键少数”。他们善
于理论思考同时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
学历越来越高。这对于党校教师而言，教学的压
力越来越大，对自身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为他
们所讲授的内容，必须让学员从中有所收获、有
所启发。因此，每次收到学员的好评或建议时，
李亚君都会当做是对自己莫大的鼓舞和不断前
进的动力源泉。

李亚君说：“‘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是党校
的初心，也是党校教师的使命。作为党校教师要
宣传讲解好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要坚守
好党的这块理论思想阵地。作为教师，我们要
以‘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担
当，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守护好党校这个
重要阵地。”

36岁的陈增强是辽源市体育运动学校速滑一级教练，被
授予速度滑冰国家一级裁判；2019年，荣获“全国少年U系列
轮转冰短道速滑体育道德裁判员”；2019至2023年连续五年被
评为“优秀个人”。

1988年12月24日，陈增强出生于龙山区兴国二队一个普
通工人家庭。因为这一年是戊辰龙年，所以他具有了土龙的秉
性，灵活、坚韧、生命力强。

1999年，辽源体校速度滑冰教练李孝杰第一次见到11岁
的陈增强时，便感慨道：“这小子骨骼清奇，天赋异禀，是不可多
得的好苗子。”但当时年仅11岁的陈增强深知，这世上哪有什
么天赋异禀，想要在体育方面有所成绩，只有日复一日的拼命
苦练的硬道理。他成为辽源体校速滑队员后，每天从家往返体
校十多里的路程，却乐此不疲。凭着这股倔强，他很快成了队员
中的拔尖人物，从此他得了一个“拼命三郎”绰号。

2002年，14岁的陈增强顺利进入了吉林省体校。由此，更
加坚定了他要为速滑运动奉献青春之梦。在省体校学习了三
年，他“拼命”三年。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跻身省体工队，同时考
入吉林体育学院。他深知，进入职业队标志着对竞技体育人才
的培养有促进，对成绩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由此，这个

“拼命三郎”每天凌晨三点起床训练，反复参加各种比赛。由于
参加比赛过于频繁，身体一度吃不消并出现了不适的症状。那
段时间，他仿佛忘记了父母、忘记了自己，更忘记了交替变换的
一年四季。也因此，在2006年世界青年滑冰锦标赛中取得了
500米第四名的好成绩；随后，又相继获得2012年亚洲滑冰锦
标赛500米第六名，连续三次获得全国冠军赛冠军、获全国联
赛冠军二十余次，全国第十一届冬运会第三名的优异成绩。

“谁怕谁呀？人家能行，咱差啥！”是陈增强的口头禅。
“速滑，东北四季分明，冬天滑冰，夏天轮滑，这样得天独厚的

条件，滑不好就是自身的问题”是他对速滑项目的认知和态度。
2005年，陈增强从吉林省体育学院大学毕业。同年，进入

吉林省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工作。2016年回到辽源体校任教。
从此，他将对体育事业的热爱和希望全部寄托在了他的学

生身上。
他深知，身为体育专业教练员，不断提升学生专业水平是

他的职责所在。
陈增强的体育教育理念是“体校就是要发现体育的种子、

开发种子、培养种子。然后让种子生根发芽、成材。”体校教练既
要有相骨识身的眼光，也要有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头脑，
更要有像孟子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
所不能”的哲学理念。一些好的种子选手，首先要有先天的身体
素质和心理素质，其次是得有顽强的坚定意志。坚强的意志尤
其重要。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敢玩命！”

2016年，陈增强回辽源体校任教不久，一名叫邹馨悦的11
岁女孩儿每天无拘无束、随心所欲地跟随家人出现在体育场。
陈增强一眼就看出这个孩子就是他一直要找的“种子”。成为陈
增强学生后，从顽强不服输的性格，到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师
徒二人都有着出奇的默契。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陈增强不会
因此而松懈半分。因为陈增强的“霸道”教学，被速滑业内称为

“陈老黑”。正是因为这样的“黑脸”启蒙教练，如今的邹馨悦是
国家速度滑冰运动员，她在全国青少年速度滑冰锦标赛上一举
获得甲女1000米第一名的好成绩，也是本次赛会获得奖牌最
多的运动员。她是辽源的孩子，是辽源教练陈增强一眼发掘，一
手启蒙、培养出来的速滑人才。

陈增强的全身心投入，就像一根火柴，点燃了所有学员心
中的希望。

他和学员一直起早贪黑地训练。无论初夏秋冬，不管严寒
酷暑。然而，冰期一过，旱地轮滑的训练科目就面临着残酷的考
验：没有专业轮滑场地，他就带领学员每天凌晨三点至五点到
马路上训练。就这样，他为辽源速滑运动的发展、为继承他老师
的心愿、为他自己的速滑梦，也为他的几名与他一样的“玩命”
学生，整整八年他没有享过教师应有的寒暑假，更没有过节假
日和星期天。

2023年，吉林省第十九届运动会暨省残运会在梅河口市
举办。这一届省级运动赛事，也是他回到辽源任教以来的第一
个大型赛事。比赛期间，他比队员还紧张，担心队员比赛中发挥
不到最理想状态，又怕队员因紧张而出现分毫的差错。这期间，
他感冒高烧40度，4天的赛程，每天仍坚持在赛场10余个小时。
最终，在他和队员们的共同努力下，辽源速滑队取得了12金5
银5铜的好成绩。

目前，陈增强所指导的速滑队共有7人分别获得全国成年
人比赛和全国青少年比赛第一名。

辛勤的汗水终获回报，严师的引领定会远航。

“匠心”育良人 大爱铸“师”魂（二）

愿做春泥育英才愿做春泥育英才
““名师名师””红烛尽燃烧红烛尽燃烧

——记辽源市第五中学高级教师 刘新昕（教龄 21年）

将爱党之情化为将爱党之情化为““育才育才””之行之行
——记中共辽源市委党校教授 李亚君（教龄32年）

为山里娃插上腾飞的翅膀为山里娃插上腾飞的翅膀
——记东丰县横道河镇中心校高级教师 贝洪波（教龄24年）

严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 体育园丁道传承体育园丁道传承
——记辽源市体育运动学校速度滑冰一级教练 陈增强（教龄 8年）

本版文稿由本报记者 王超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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