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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景碧锋 通讯员张立波/文

通讯员张立波/供图

“您病逝了， 43 载的教师生涯，您扎
根偏远山村，培育了一代又一代山区孩子，
却几乎没有享受一天退休生活。尊敬的邓老
师，我们怀念您。”邓汉民老师去世后，有
学生在网上发帖悼念他。

3 月 2 日，阳朔县金宝乡长乐小学的邓
汉民老师办完退休手续，结束了长达 47 年
的乡村执教生涯。

然而没有料想到的是，因突发肺梗阻，
3 月 13 日晚上，邓汉民遽然而逝，匆匆走
完了他 60 年的人生。

3 月 17 日是邓汉民老师出殡之日，天
下着蒙蒙细雨，虽仍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
间，但还是有不少当地的村民和学生前往给
他送行。

从 17 岁登上讲台，邓汉民

扎根乡村 43 载，把一辈子都献

给了故乡的教育事业

3 月 18 日，记者从金宝乡政府出发前
往长乐村。汽车沿着水泥路蜿蜒前行。十多
分钟后，就来到了邓汉民老师生前任教的长
乐小学。因为疫情，学校还没有开学。

长乐小学坐落在当地人称为“牛山界”
的山脚下，一幢青瓦白墙的两层教学楼，几
间有些年月的教工宿舍，两个篮球架，整个
校园占地两三亩，朴素小巧静谧。随行的村
干部说，早在半个月前，就看见邓老师来到
学校进行清扫了。

1960 年 3 月，邓汉民出生在阳朔县金
宝乡长乐村委邓家自然村。 1977 年 9 月，
因为当时教师短缺，高中毕业的邓汉民被村
里聘请担任民办教师， 1986 年 9 月，转为
公办教师。金宝乡中心校校长莫能旺介绍，
邓汉民老师除了有两年时间在外村任教外，
大半辈子都在长乐村任教，在 43 年的教学
生涯里，他担任过学校的老师、教导主任、
校长等职务。

前些年，由于撤点并校，已经变成了一
个教学点的长乐小学，只剩下 3 个班级，
40 多名学生。据现任校长刘信军介绍，如
今学校只有 3 名老师，每名老师负责一个
班级的教学任务。由于刘信军和另一名老师
是外乡人，邓汉民老师是本村人，加上年
长，无论是教学还是生活上，他一直是他们
的兄长，对他们很是关照。邓汉民老师患有
高血压和糖尿病，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他
一直都是乐呵呵的，仿佛永不知疲倦。刘信
军回忆，学校安装篮球架，邓汉民亲自拿起
锤子和钢钎在水泥地面上凿孔，因体力透
支，累得满头大汗，他却没有多休息，还是
跟着大家一起将篮球架安装好。

每天的课程都是排得满满的，到下午上
课时，邓汉民看起来就会显得很疲惫，即便如
此，下了课有学生向他请教问题，他仍然不厌

其烦地给学生讲解。几十年里，长乐村的家长
们都知道，把孩子交给老邓，大家放心。

如今是阳朔县教育局干部的李远德，
2001 年至 2007 年曾在长乐小学担任校
长，当时邓汉民任教导主任。李远德记得，
当时邓汉民还负责学校财务，经常利用休息
时间去报账。金宝乡中心校校长莫能旺说：
“邓汉民老师工作很敬业，学校财务管得认
真仔细，报账单分门别类，清清楚楚，极少
出现差错。”

40 多年里，邓汉民每天去学校最早，
离开得最晚，很少顾及家里的事情。妻子张
忠秀哽咽着回忆，他 2016 年患上高血压和
糖尿病后，天天吃药打胰岛素，身体渐渐衰
弱。我常常劝他请假住院看病，他总讲，身
体又没有什么大问题，不用住院。再说一旦
请假治病，学生谁来管？一拖再拖。

热心肠的邓汉民，热心村里

的事务，村里有什么事他都乐意

去帮着做

邓汉民是长乐村人，邓汉民不仅教学上
兢兢业业，还十分热心村里的各项事务，村
里有什么事他都乐意去帮着做。

长乐村委主任朱美连说，邓老师为人忠
厚老实，和村民相处融洽，一辈子没有跟村
坊邻居吵过架。他还积极参与村里的公益事
业，去年年底，村里安装路灯，他还参与了
挖坑埋设灯杆。

近些年来，邓汉民一直关心着村里的 6
位孤寡和困难老人。村民邓守勇介绍，这些
老人跟邓老师非亲非故，逢年过节，他总会
买些小礼品，捎带红包去看望老人。直到他
离世，差不多坚持了 5 个年头。 80 多岁的
孤寡老人邓绍平满脸忧伤地告诉记者，今年

春节前，邓汉民还专门拿着红包来看望
他，叮嘱他要保养好身体，有病要立即吃
药打针。

2020 年农历春节前，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的肆虐，防疫成为全国人民的重要工
作。疫情期间，邓汉民积极参与防疫值
班，经常告诉左邻右舍：少外出，少聚
集，讲卫生，勤洗手……邓守勇告诉记
者，有一次，因为在家闷得慌，他想开车
出去转转，邓汉民见状，立即将他的车拦
下，狠狠地教训了他一番。

为了做好开学前期准备工作，学校要
搞卫生、消毒。长乐小学校长刘信军介
绍，邓老师接到通知后，因为家离学校比
较近， 2 月 26 日和 29 日，他便主动从
家里带来喷雾器，配好消毒药水对教室、
厕所和校园的每一个角落进行全面消杀。

两天的时间里，他将校园卫生死角清理得
干干净净，没有半点抱怨。妻子张忠秀劝
他，身体又不是很好，又快退休了，学校
的事情莫操心了。对于妻子的话，邓汉民
老师也只是一笑置之。

疫情防控期间，村民很少外出，此时
邓汉民的理发手艺派上了用场。邓老师在
家免费给村民理发，很多村民慕名前往，
邓汉民一天最多给十多位村民理发。邓汉
民老师因患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站立久
了，小腿便会疼痛，但只要还有村民等
着，他就不肯停下来休息。村民张义兵介
绍，有一次，看见邓老师在给人理发时，
额头直冒汗，大家劝他休息一下，他却
说，剪完再休息。

采访时，邓汉民 37 岁的儿子邓守刚
沉浸在悲伤之中，他强忍着悲痛告诉记
者，“从小到大，父亲从没打骂过我和妹
妹，遇事总是跟我们耐心地讲道理。参加
工作后，父亲常常告诫我们，要与人好好相
处，不要跟别人斤斤计较。”3 月 5 日，父亲
感觉身体极为不适，于是，家里人便将父亲
送往医院住院治疗。6 日上午，父亲吃着米
粉时，突然昏迷过去，经诊断确定为肺梗
阻，但最终没有抢救过来。

■记者手记

为什么大家都怀念邓汉民？

跟采访很多先进人物不一样的是，邓
汉民老师的故事并不“轰轰烈烈”，他不
过是一辈子都扎根在乡村的一名普普通通
的乡村老师。与很多轰动感人的故事相
比，他的事迹平淡了许多。

作为教师，邓汉民 43 年兢兢业业；
作为村民，他的一生不与人争短长，热心
地帮助乡邻。

从 17 岁青春年少登上讲台到刚刚退
休离世，邓汉民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乡村
教育事业。他是千千万万乡村教师的缩
影，他用平凡彰显了坚守的伟大。

今天，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
化进程，地处乡村的学校不断萎缩，相继
被缩减、撤销，长乐小学也不例外。乡村
教师待遇低，生活清苦，近年来桂林的乡
村教师招聘工作频频遇冷。一方面是大学
生就业难，另一方面是没有人愿意去应聘
乡村教师，甚至出现了很多“新型的代课
民办教师”。

这也正是像邓汉民这样的千千万万乡
村教师了不起的地方，在漫长的历史时
期，是他们撑起了中国乡村知识和文明传
播的天空。

邓汉民溘然长逝，静静地长眠在故乡
的青山中，他教过的学生与十里八乡的乡
亲们都在怀念他。他的一生平凡却又伟
大，他引导了一拨又一拨学生奔向理想的
前程，为乡民送上了温厚的帮助，他将以
另一种方式长久地活在人们的心里。

邓汉民：一位乡村老师

平凡隽永的 60 年人生

□本报记者汤世亮

通讯员周俊远 廖荣格 文/摄

近年来，我市有不少农户在养殖业中另
辟蹊径，发展各种特色养殖取得成功，不但
丰富了市场供应，而且还因为“人无我有”
而竞争少、“物以稀为贵”而价格好，从而
规避了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取得了较稳定
的效益。荔浦市大塘镇回乡创业青年李书裕
就是其中之一，他养殖的“土飞鸡”带来了
大商机，赢得了好销路。

瞅准 “土飞鸡” 有 “钱

途”，返乡创业

日前，沿着蜿蜒的小路，记者走进位于
大塘镇花岗村牛岗屯一个养鸡场，老板李书
裕正将一袋饲料抛撒在地面，一只只毛色鲜
亮、活泼乱跳的野鸡和山鸡杂交孵化的“土
飞鸡”一哄而上，你争我抢地吃起来。

一顿饱餐之后，“土飞鸡”有的摇着尾
羽悠闲地走动，有的在丛林中飞来飞去，有
的引吭高歌，一幅怡然自得的乡村美景图。
忙碌了一早上的李书裕也得空暂时歇息一
下。说起养殖“土飞鸡”的初衷，李书裕憨
厚地笑着说：“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书
看到野鸡跟斗鸡杂交的品种，味道很鲜美，
很受消费者的青睐，市场前景好。”想到荔
浦还没有人养，李书裕就想回乡试一试养殖
“土飞鸡”，感觉比较有“钱途”。

2019 年初，在外打工的李书裕返回老
家，看到家乡漫山遍野的丛林，在经过一番
考察和市场调查后，发现林下养殖“土飞
鸡”市场潜力巨大，便下定决心开始策划创

业之路。
说干就干，他在自家的山林空地搭建

起简易鸡棚， 2019 年 5 月花了 10 多万
元从江苏购买了 8000 羽鸡苗，买来玉米
粉、粗粮等原料，自己动手调配饲料……

以前，李书裕养过常规的鸡，算是有
一些养殖经验，但是面临新的品种，他感
觉还是有一定难度。“在养殖前期，我也
是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说起“土飞
鸡”养殖的过程，李书裕深有感触，“技
术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遇到天灾呀。”

李书裕的鸡场建在山脚下，地势较
低。买回小鸡的第二天，滂沱大雨不停地
下，鸡棚地面积水 30 多厘米， 8000 只
鸡苗无一幸存。满怀信心创业的李书裕一
开始就遭遇当头一棒， 10 多万元一下子
都打了水漂。

不服输，“东山再起”创业

何须等

痛定思痛，不服输的李书裕决定东山

再起。
向银行贷款、向亲友借钱、重建鸡

舍……李书裕再一次从徐州买回 8000 只鸡
苗。上次的教训让李书裕铭记于心，这次
他及时对鸡舍周围的场地建了很好的排水
设施。

牛岗屯绿树环绕，空气清新，环境优
越。李书裕的“土飞鸡”采取林下生态放
养模式，树林是天然的“健身房”，树枝
是栖息的床，平时喂的是玉米、糠壳等杂
粮，喝的是大山里天然的“矿泉水”，鸡
肉的品质和口感很好。李书裕养的鸡成活
率达 90% 以上。

春节前，李书裕卖出了第一批“土飞
鸡”，数着手上厚厚的钞票，他的心里乐
开了花。

2019 年，许多生猪养殖户饱受家畜疫
病的严重困扰后，纷纷转向大量养殖鸡等
家禽上来，鲜鸡一时像潮水般涌入市场，
供大于求，鸡价大跌。但李书裕养殖的
“土飞鸡”行情却一直看好。

“‘土飞鸡’在荔浦、桂林、柳州市
场上还是比较少的，没有疫情的话，我养
的鸡基本卖完了。”李书裕笑着说，“每
只鸡 4 — 5 斤，每斤卖到 25 元，一只鸡可
以有 100 元的收入。”他乐呵呵地算起了
经济账。

“每天都有订单，我们都忙着送鸡，
也为疫情期间市民的菜篮子服务。”疫情
过后，李书裕养殖的“土飞鸡”可全部卖
完，除去成本将有一笔不小的收入……尝
到甜头的李书裕开始着手更长远的规划。

“扩大养殖规模，学习鸡苗孵化，带动周边群
众一起养殖‘土飞鸡’，形成规模化产业
化，带动大家一起致富。”李书裕说。

返乡青年另辟蹊径 养“土飞鸡”奔“钱途”

走基层·人物

本报讯(记者张苑 通讯员张梦雅)近日，我市各疫苗接种
单位开始采用预约方式逐步恢复接种工作。为了把好疫苗质量
关，加强采购、收货、验收、储存养护、运输、处理过期失效
疫苗等环节的监管， 3 月 13 日起，七星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
法人员对辖区的疫苗接种单位进行全覆盖检查。

据了解，此次重点开展“四查”：一查疫苗接种单位购进
渠道是否合法，票、账、货是否相符；二查是否建立真实完整
的购进、验收、使用记录，是否能够提供加盖质量管理专用章
的《生物制品批签发合格证》复印件；三查疫苗的储存和运输
是否保持冷链，储存和运输设施、设备是否保持良好的运行状
态，是否按规定保存相关记录，切实落实温度监测管理要求；
四查是否对过期的、失效的疫苗及时封存并登记退货。

经检查，七星辖区内未发现“问题疫苗”。在执法人员检
查的过程中，一位来东江卫生服务中心接种疫苗的市民对执法
人员说：“你们来检查没问题，我们也就放心了！”

七星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疫情之下，七星区市
场监管局对疫苗的监管一直未松懈。下一步将继续对辖区疫苗
接种单位进行跟踪监督，确保市民用药安全。

七星区开展

疫苗质量专项检查行动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邹建斌)日前，七星区穿山
南社区召开防汛工作会议，将保障社区居民安全度汛事宜早早
提上了日程。

记者了解到，穿山南社区管辖范围内大洲岛和河边村都在
漓江边。大洲岛上有 8 户居民常住，河边村则有 20 户居民常
住。每逢汛期，这两处都是社区重点关注的地段。

穿山南社区负责人表示，从 3 月 15 日起，我市全面进入
汛期。为了确保居民在汛期都能正常生产生活，社区将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严格按照要求，坚持 24 小时值班及时上报相关
信息与处置措施。制定防汛应急预案，并成立防汛应急工作领
导小组。重点对辖区危岩、危房、地下停车场进行全面排查，
时刻绷紧安全弦。

穿山南社区：

早启动 早部署

确保临江洲岛安全度汛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王浩俨)3 月 19 日下午 3 点
多，兴安县高尚镇西河村委江村一小孩落水失踪。事情发生
后，当地政府、公安、消防、蓝天救援队都在寻找，截至记者
发稿仍没有孩子的下落。

据知情人士介绍，事发时 3 个孩子在沟渠边玩耍，据另
两个孩子说， 4 岁半的男童小俊不慎掉入了水中。现场没有
监控摄像头，一时也不清楚事发时的情况。小俊的父母刚去珠
海打工，孩子由家里老人负责照顾。得知这一消息，小俊的父
母已经第一时间赶回家。

记者电话联系了搜救的兴安消防人员。现场指挥员介绍，孩
子落入的是一条宽约 2 米、深约 1 米的三面光灌溉渠道，渠道
一路延伸至主河道内。事发前一天，兴安刚下过雨，水面有些浑
浊。据了解，事发当晚，得知这一消息的当地政府组织高尚镇所
有干部和当地村民一同沿河岸开展搜救工作，消防人员和蓝天
救援队也利用橡皮艇从河流上游继续开展搜救工作。

截至记者发稿，孩子已经落水失踪超过 36 小时，搜救仍
在继续，暂无小俊的下落。

危急 兴安一名

4 岁半的孩子落水失踪
已经超过 36 个小时，搜救还在继续

▲邓汉民生前在跟学生做课间游戏。

▲邓汉民生前在给村民义务理发。

▲李书裕正在撒饲料喂养他的“土飞鸡”。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阮昌东 曾毅)日前，正在医
院接受治疗的 52 岁市民王先生委托儿子王捷和战友将一面绣
有“见义勇为 尚德扬善”的锦旗送到南方电网广西桂林供电
局输电管理所，感谢该所 90 后青年员工谢安帮的救命之恩。

3 月 6 日中午 12 时左右，正下着雨，谢安帮下班后骑着
电动车路过象山区安新北路附近时，突然听到急促的呼救声。
他紧急刹车后看到，王先生正趴在一辆白色汽车驾驶位旁边的
地上，表情非常痛苦。他立即上前询问情况，王先生意识有些
恍惚，只说自己腰疼、喘不上气、头晕想吐，并将电话递给谢
安帮，示意他告诉电话那头自己的具体位置。

由于当时王先生并未戴口罩，时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时
期，周围不清楚情况的群众不敢靠近，但谢安帮只有一个想
法：“救人！”

谢安帮准备拨打 120 急救电话，可王先生痛苦地说等不
及了。得知谢安帮会开车，王先生请求他开车送自己到医院。
于是谢安帮扶起王先生让他躺在后排，并驾驶他的车前往附近
的 924 医院，再电话告知其妻子到医院会面。

途中，王先生越来越痛苦，脸色惨白。谢安帮不停找话题与
其交流，鼓励他保持清醒。到医院后，谢安帮向医务人员说明情
况，并协助医务人员将满嘴是血的王先生转移至病房。医生检查
发现，王先生身上多处重伤，脊柱骨折两节，半个舌头几乎被咬
断，血压收缩压高达 180，再晚半个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医生
推测，王先生大概是在血压骤升引起身体不适后，紧急刹车导致
了身体伤害。待王先生的家属到医院后，谢安帮才离开。

随后，谢安帮回到他的电动车停放处，惊奇地发现自己的
车上有一把雨伞遮住了座椅，座椅没有被大雨淋湿。附近小区
停车收费员竖起大拇指连连夸奖他：“你真是好人，他口罩也
没戴，我们都不敢靠近。”

“谢谢您的雨伞，当时我只想着救人，其他的完全没想那
么多。”谢安帮说。

受王先生委托，近日，王捷带着锦旗来到输电管理所感谢
谢安帮，并特意准备一个红包表示心意。谢安帮收下了锦旗，
婉言谢绝了红包。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互帮互助是我
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救助王先生是我本能的选择，只是举
手之劳而已。”

陌生大叔命悬一线

电力小哥雨中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