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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这句耳熟能
详的谚语强调的是个人努力的重要性，但“领
进门”的师父同样不可或缺。

对创业者来说，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样的
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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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探索课堂

课堂上，小朋友们正用老师提供的各
种材料，自己动手操作，通过接触具体事
物和感性形象来获取知识。看一看、摸一
摸、做一做、玩一玩，在玩中学、做中学，获
得对科学知识的认知。

一位家长跟园长说：“孩子明显比以
前知道得多了，回去经常跟我炫耀，什么
是大气压力？报纸贴在身上为什么不会
掉？水里的盐到哪去了？光是怎么行走
的？灯泡亮起来需要哪些条件？……”

浸入式英语课堂

“孩子英语口语有很大进步，在家说
话不时会用英文表达。”家长对洛阳伟才
幼儿园的浸入式英语赞赏有加。

浸入式英语是指在全英文环境中学
习数学、语文、科学等课程，从而让孩子
建立“学科英语”的思维，引导其用英语

来思考和解决问题，最终形成英语思维
系统。

洛阳伟才幼儿园有专职的欧美外教
全天陪伴孩子；同时，鼓励园内教职工在
生活和学习活动中用英语进行交流，培养
幼儿的英语表达能力；另外，推行以幼儿
为主体的探索式教学法，通过实物、图片、
幻灯、投影、电视录像，结合表情、动作等
体态语言，达到培养孩子“第二母语”思维
的目的。

幼儿园每年还会组织一次国际游学，
选择到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中的一个国际姊妹园，进行短期学习与游
历，汲取多元文化，让小朋友们获取快乐
成长体验。

万能工匠主题课堂

“今天，小朋友们通过创意做成了各
式各样的秋千。”在另一间教室里，在老师
带领下，每个小朋友都自信并开心地描述
了自己心目中最酷的“秋千”。

据值班老师介绍，这里的玩具材料采
用的是ABS环保塑料，玩具的零件大小、
松紧都经过特殊设计，小朋友在玩的过程
中可以根据不同的松紧度完成不同的动
作，从而培养小朋友手部肌肉的力度、灵
活性和协调性，增强小朋友手手协调、手
眼协调、手脑协调的能力。

社会大课堂

洛阳伟才幼儿园的社会大课堂可以
使孩子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从亲身体
验中获得知识。参加有趣的户外活动，不
仅可以丰富小朋友在幼儿园的生活，而且
能使小朋友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更好地
学习。

餐饮也是文化

体验完这么多独具特色的课堂，来看
看小朋友们在这里的伙食如何？

洛阳伟才幼儿园的饮食以中西餐结

合为主，园内有专职的西点师、营养师和
保健医生，小朋友的食谱天天不重复，周
周有创新，讲究菜品多样、荤素搭配合理，
营养均衡、色美味香。同时，幼儿园定期
进行自助餐、围餐等，让小朋友们了解体
验不同形式的餐饮文化。

谁能相信面前这个活泼大方的小女
孩雨雨（化名），原本是那样害羞、怕生
人。老师、园长都还记得刚入园时的雨
雨——躲在角落不肯出来，不和大家一
起用餐、上课。各位老师以极大的爱心、
耐心、责任心关心她、爱护她，用鼓励、赏
识、参与等科学方法帮助她，把爱渗透到
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如今，孩子的小脸
上时常挂着开朗自信的微笑，语言表达
能力也有了明显提高。

“把孩子交给洛阳伟才幼儿园，我们
家长很放心。能够在这个负责任、有爱
心的幼儿园里学习、成长，相信孩子们
的明天会更好！”雨雨的母亲说出了广
大家长的心声。（廉雪峰 王艺璇）

正大国
际·香港伟
才幼儿园二
维码

香港伟才：倾心打造幼儿教育生态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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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伟才国际教育集团直营的国际
化、高品质幼儿园——洛阳正大国际·香
港伟才幼儿园（以下简称“洛阳伟才幼儿
园”）自2015年9月13日开园以来，倾心
为孩子们打造“0岁至6岁教育生态园”，
努力为每名儿童提供一个能让身心自由
成长的快乐环境，给家长提供一把开启
儿童“心智之门”的钥匙。半年来，它是
如何实现许多家长称道的“引领国内幼
教先锋，打造教育金质品牌”？今天大家
就跟随我们一起到洛阳伟才幼儿园体验
一下吧。

近日，我省启动大众创业专家导师团组建工作，将逐步
建立省、省辖市（直管县）、县三级大众创业导师队伍。我市
也已组建了由企业高管、高校学者及创业先锋等组成的创
业导师团队，不定期地为创业者授课。

初创者急需经验丰富的导师引路
24岁的邵亚峰是河南科技大学的大四学生，别看他还

没有走出校门，但其创业已1年有余。
邵亚峰及其小伙伴们选定的创业项目是3D照相，也就是

通过3D打印技术，将平面照片中的人像转变为立体的人偶。
同时，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比较新，即线上通过淘宝店、微信等
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线下与实体照相馆合作进行展销。

如今，该团队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市场推广困难。邵
亚峰坦言，他们的目标是“占领该领域的洛阳市场”，但从目
前的情况来看，如何提升知名度从而提高销量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能有个经验丰富的引路人帮扶一
把，或者教教我们该如何进行市场推广、长期规划，相信我
们能更好地发展。”他说。

不仅是邵亚峰团队，在记者接触过的创业者中，很多人
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刚从洛阳理工学院毕业的杨俊杰，在大学期间就创办
了一家文化传播公司，前期为一些商家策划并组织促销宣
传活动。在经营1年多后，他发现公司面临的最大困难是

“不知道往哪儿走，该怎么走”，也就是缺乏长远规划。
“这个时候就很想跟一些创业成功者交流，想了解他们

走过的路，听听他们的建议。”杨俊杰说。

我市已组建导师团支持大众创业
“对初次创业的人来说，最大的瓶颈就是缺少引路

人。”河南科技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王冰峰说，初创人
员很多都是大学生或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毕业生，他们缺
的是创业经验和商业素养。他们在选择创业项目时，往
往只能通过自己的认知水平和成长经验进行预判，缺乏
对该行业准确、客观的市场分析和前景展望。这个时候，
如果有一些“过来人”为他们引路，对创业者来说会事半
功倍。

从去年起，我市开始组建创业导师专家团，为创业者提
供政策咨询、创业指导等服务。例如，我市已经上岗的首批
科技创业导师有50名，他们所从事的领域包括先进制造、
风险投资、金融服务、文化创意等，为我市创业者提供创业
构思、资金运作等方面的咨询和支持。

同时，在我市许多创业孵化器中，创业导师也成为
“标配”。洛阳国家大学科技园客服总监马军林表示，除
了提供基础硬件设施，为创业者提供软性的服务更重
要。如今，在创业孵化器中为创业者提供人才服务平台，
即建立创业导师团队，定期对创业者的项目进行评价、引
导，已成“规定动作”，意在通过导师引路，让好的创业项
目持续发展下去。

有针对性的指导更有实际效用
不过，一些业内人士坦言，在如今的创业导师培训

中，一些纯理论性的指导或心灵鸡汤等，已不能满足创
业者的实际需求。相比之下，“一对一”地帮助并针对实
际问题进行有效规划更合创业者的胃口。例如，在一次
创业导师培训中，对企业如何融资、如何吸引投资等问
题讲了很多，但台下的创业者大多还不到考虑这些问题
的时候。

被团市委聘请为青年创业导师的时宗耀是创业先锋，早
在上大学时就开始创业，截至目前运营过的项目已超过10
个。根据他的经验，真正在创业道路上摸爬滚打过的企业家
对其帮助最大。“例如在市场推广方面，有经验的人就会提一
些操作性很强的策划建议，这对创业者的帮助可谓立竿见影，
也更有实际意义。”他说，当然，对经济环境、政策把握、长远规
划等方面的培训教育也是不可或缺的，只是对一家公司来说，
只有解决好每个当下
面临的问题，才能生
存下去，“因为只有活
下去才能谈发展”。

本报记者 郝洋

她是一名乡村教师，在患癌进行化疗期间坚持上
课，直到大年初一住进医院，她说“不能对不起学生”。
他是一名乡村医生，在农村医疗一线奔走27年，对每户
村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他说“会一直干下去，直到有
更好的医生来接班”。他们，都在平凡的基层岗位上，做
到了不平凡的坚守。

创业导师
期待多些“实干派”

17岁当老师，从教13年后查出结肠癌，化疗之后悄悄回到学校，坚持给学生上课，今年春节病情恶化，不
得不离开心爱的讲台……近日，32岁的洛阳嵩县德亭镇初级中学女教师吴平良感人至深的事迹引起社会各界
关注，认识她的、不认识她的，都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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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信任”到“离不开”

近日，记者来到大口镇山张村卫生
室，李光卫正要到西窑村郑雪梅家出
诊。“她有糖尿病和高血压，说是摔倒起
不来了。”他说。

李光卫来到郑雪梅家,利索地配好
药，轻轻从床上扶起她，拿起一次性针
管，慢慢推针。

郑雪梅说：“这么多年了,我们村谁
有病就认李大夫。要是没有他，我都死
好几回了！”

李光卫出生在中医世家，初中毕业
后考入偃师市卫生学校，1989 年毕业
后回到大口镇西寨村卫生室工作。

刚上班时，村民认为李光卫年纪
小、经验不足，不愿意让他看病，他一天
最多接诊两三个人。

但李光卫并不气馁，对一知半解
的问题，他经常到镇卫生院、市医院向
人请教；遇到不信任自己的病人，他
就先配一天的药，告诉病人见效了再
来。村民得了小病，李光卫就让他
们到山上挖些中药材泡水喝。渐渐
地，村民发现，这小伙子治病行！

1995 年春节，有位村民放鞭炮炸
伤了5根手指，情况非常危急，经李光
卫细心处理后，恢复得很好。这件事
经大家口口相传后，周边村甚至外乡
镇的病人都慕名而来，外地的建筑工
人也把西寨村卫生室当成了固定医
疗点。

三更半夜出诊是常事

“那时候大多数村子没有水泥
路，道路崎岖，村民看病极其不便，
我经常上门送诊。三更半夜有人敲
门，没啥说的，背起药箱就走。”李
光卫说。

大口镇山张村距镇政府 10 公里，
800口人，一直没有卫生室。

2006 年，山张村村干部找到李光
卫，希望他能到山张村新建卫生室。因
离家较远，李光卫的妻子开始不同意，
但最终还是拗不过丈夫。

李光卫的到来，让这个偏远山村的
村民在生病时不用多跑腿了。

到山张村的第一年，一天凌晨，下
着大雪，村民李苗彩突发急病，给李光
卫打电话。救人心切的他立即穿衣出

门，行至半路，不慎滑入路边深沟中，
但他迅速爬起，一拐一瘸地赶到李苗
彩家中。见李苗彩躺在床上，口唇青
紫，呼吸困难，他马上对其进行抢救
治疗，一直守候到天亮，等病人病情
稳定后才离开。

像这样的事情很多，李光卫说他
都淡忘了。东窑村村民张世卿说，李
医生脾气好，口碑好，大家有事都愿意
找他。

27年诊治病人20余万人次

李光卫从事乡村医生工作以来，每
天“档期”都排得很满：接诊，出诊，开展
医疗保健，出黑板报宣传卫生知识，为
村民建立健康档案……27 年来，他诊
治的病人累计有20余万人次。

在山张村，李光卫跑遍了每一条山
间小道，对每户村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
掌：谁患过哪些慢性病，谁对哪些药物
过敏，谁有烟酒嗜好，谁有什么饮食习
惯等，他都摸得门儿清。

“病人多时一天看几十个，一天只
吃一顿饭，晚上回家累得倒在床上不想
动。”李光卫说，不过，让他欣慰的是，乡
亲们把他当朋友，不看病时也来拉拉家
常，逛庙会时也来歇歇脚。

因常年与妻子两地分居，李光卫也
打过退堂鼓，但乡亲们听说他要离开，
纷纷挽留，他便又把“走”的想法埋进
心里。

“我会一直干下去，直到有更好的
医生来接班。”李光卫说。

本报记者 常书香 实习生 吉天天
通讯员 王雷

坚守不平凡的

吴平良：化疗不误上课的乡村女教师

化疗期间坚持上课

“从2014年5月确诊至今，已做了13
次化疗，看着她瘦成那样，我心疼啊……”
昨日，在150医院肿瘤科病房，杨志龙
看着骨瘦如柴的妻子吴平良哽咽落泪。

杨志龙说，他和吴平良都来自嵩
县闫庄镇酒后村，小学、初中都是同
学。2001 年 8 月，两人从师范学校毕
业后到德亭镇初级中学当教师，那一
年，吴平良17岁。

从教15年，吴平良教过数学、英语、
物理等多门课程，并担任过多年班主任，
2014年被评为“洛阳市师德标兵”。两
人把家安在学校，有一个5岁多的可爱的
儿子。

2014 年 3 月，吴平良开始频频肚
疼，5月，她被确诊为乙型结肠癌。因为
带毕业班，吴平良没有请假。双休日在
市区医院做完化疗后，她悄悄回到学校

继续上课。
就这样过了两个月，吴平良实在坚

持不住了，医生劝她请假住院治疗。看
着即将参加中考的学生，她说：“不能对
不起学生。”

就这样，直到今年春节前，吴平良
一直医院、学校两头跑。学校为照顾
她，减小了她的工作量。去年冬天，她
被病痛折磨得瘦了十几斤，浑身都是
针眼儿，眼窝深陷，只好向校长请假。
今年大年初一，她住进了150医院。

难以负担巨额医疗费

吴平良夫妇每月工资加起来不到
5000元，这么多年没多少积蓄，因为好
多药品属于自费范畴，目前已经花去
10多万元治疗费。

杨志龙说，从春节到现在，吴平良
病情恶化，肠梗阻和肠胀气比较严重，
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不能喝水、进食，

每天靠输液维持生命。
为了给妻子治病，杨志龙东挪西

借。吴平良的弟弟打工挣的钱每月
仅留下生活费，其余全部寄回来给姐
姐治病用。

“2014 中国最美孝心少年”、杨志
龙的学生张俊在作文中写道：“我们杨
老师没有来上课，听说他妻子吴平良老
师住院了。吴老师曾经在假期到我家
看望我和奶奶。她穿着亮丽的红衣服，
笑容灿烂，然而，我不知道她来看望我
时，已身患重症！”

各方爱心向她汇聚

学校领导、同事得知吴平良的病情
后纷纷慷慨解囊并发起网络捐款，他俩
教过的学生也纷纷为老师捐款。

吴平良的同事在网上呼吁：“两年
时间，她不停地往返于学校和医院，讲
台上，她是无所不能的坚强教师，医院

里，她却是柔弱无助的重病患者。她如
此年轻，只有32岁，风华正茂，是我们
身边的教育同仁，是跟我们一样在教育
这条贫瘠壕沟里战斗的同行！请大家
拉她一把，渡过难关！”

很多陌生人看到网帖后，通过支付
宝或微信捐款。

吴平良的事迹感动了社会各界人
士。德亭镇中心校向全镇中小学教师
发出倡议，得到积极响应，共募集捐款
4 万多元，嵩县教体局捐助 1.2 万元。
他俩教过的学生也奔走相告，为老师捐
款3万多元。

“我同学的同学、朋友的朋友得知
后，都送来了救命钱，目前已收到捐款
13万余元。”杨志龙说。

采访结束时，杨志龙恳求记者，通
过报纸感谢这些好心人的帮助，他会和
妻子一样坚强，帮妻子早日战胜病魔，
回到心爱的三尺讲台。

本报记者 常书香 实习生 吉天天

升国旗仪式

李光卫：村民“离不开”的村医

在偃师市大口镇山张村，有这样一位医生：他27年如一日奔走在农村医疗的第一线，风里来雨里
去，跑遍了每一条山间小道，对每户村民的健康状况了如指掌，累计诊治病人20余万人次。他，就是
李光卫。

核心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