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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宝贝就是我们的宝贝，您的
期待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走进银川市
金凤区鲁银男孩女孩幼儿园，墙面上粘
贴的这句标语显得格外醒目。

在憧憬、付出与收获中，自治区政协
委员杨丽已带领男孩女孩幼儿园走过了
十多个年头。从2004年筹建到2011年建
成，再到成为银川市示范幼儿园，这其中
倾注了杨丽对幼教事业的爱与责任。

用心筑校园 用爱润童心
——访自治区政协委员、银川市金凤区鲁银男孩女孩幼儿园执行董事杨丽

本报记者 单 瑞 文/图

杨丽热爱学前教育事业，也热
爱公益事业。

“我还清晰记得第一次参加
爱心捐赠活动的场景。”杨丽说，
2014 年的一天，银川市金凤区长
城中路街道办事处一名工作人员
找到她，说辖区内有一些家庭困
难的残疾孩子需要帮助，希望她可
以伸出援助之手。

“我当即答应下来，随后组织
幼儿园管理层及部分家长、共同
筹集善款和物资近 2 万元，捐赠
给五里台新村的 5 名受助儿童。
捐助现场，当收到爱心捐助的孩
子们，脸上露出了天真烂漫的笑
容时，我也决定要在公益路上继
续前行。”杨丽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

2016 年，组织园内教师参加
金凤区“城乡幼儿 手擎书香 为
爱阅读”助学捐赠活动，为良田
镇中心幼儿园孩子捐赠棉马甲
和图书；2017 年，为完善和方便
鲁银社区居民的出行，幼儿园
党支部为社区居民捐赠“乐活”
共享单车，提升社区的居住品
质与居民的幸福感；2018 年，组
织教师、孩子及家长到盈南村幼
儿园开展爱心捐赠活动并为辖
区困难户、孤寡老人捐款捐物；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向
抗疫一线工作人员送去日常生
活用品、防疫用品等物资，共计
136700 元……

“做这些不图什么回报，只
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唤醒更
多有爱心的人，也希望让孩子
们从小就知道帮助别人、服务
社 会 是 一 件 非 常 有 意 义 的 事
情，用善行照亮孩子们的成长
之路。”杨丽说。

2004年，从广州初到宁夏的杨丽，
便萌发了在宁夏办学前教育的想法。

“我非常喜欢孩子，到宁夏考察
了解后，便下定决心要创办一所南北
地区文化相结合的幼儿园，努力实现
自己办学前教育的初衷。”杨丽告诉记
者，2004年至 2011年，她四处奔波，为
创办幼儿园做着前期准备。

“刚开始我想加盟一所幼儿园，
经过考察了解后都不太符合我的想
法，所以我决定创办一所自己的幼儿
园。世界上所有人都是由男孩和女
孩组成的，所以幼儿园就以‘男孩女

孩’命名，这所幼儿园也是我梦想起
航的地方。”杨丽说。

寻找建园地理位置、谈合作签订
土地使用权、走访国内外幼教名校、参
加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思索幼儿园
园内设计……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
在 2011年 9月，一所投资 3500万元、
占地面积 5000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3000多平方米，名为“男孩女孩”的民
办幼儿园在银川落地建成。

由于前期工作做得扎实有效，幼
儿园很快便步入了正轨，这时的杨丽
并没有放松任何学习进步的机会，通

过参加各种学习培训，来提高自己专
业素养，进一步提升办园管理水平。

近年来，杨丽先后参加“幼儿教
师国家级培训计划（2011）”宁夏农村
幼儿园骨干教师培训、北京大学民办
幼儿园园长研修班、中国人民大学全
国教育系统传统艺术发展研修班……
将一次次培训学习转化为干事创业的
实际行动，在她的带领下，幼儿园先后
荣获自治区优秀社会组织、银川市示
范幼儿园、银川市民办非企业4A级单
位、银川市巾帼文明岗、金凤区民办教
育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发展教育，教师为本，只有高
素质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高素质
人才。”杨丽谈到，近年来，园里教师
不断加强政策文件及理论知识学习，
进一步提高认识，更新观念，规范幼
教管理体制。

“每周一、二是教师集体备课与
业务学习时间，老师们通过互相探
讨、相互指导，在学习结束后，将备
好的教案上交教研组长进行审批、教
学园长进行抽查。针对每位老师存
在的不同问题我们会进行面对面的

交流和指导，认真把好备课的第一
关。”杨丽说。

如何掌握幼儿不同年龄段心理
发展的规律，有针对性地设计、组织教
育教学活动？杨丽为此探索了良久。

“现在，我们幼儿园各平行班
组教师在制定学期、月、周、半日活
动时会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把领
域活动与主题游戏活动有机结合，
相互渗透，有效地防止在教学工作
中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杨丽说，各
平行班组还在走廊、楼梯、班级主

题墙、家幼园地等地创设了有利于
引发幼儿互动的环境，让幼儿自主
参与其中。

杨丽还通过“走出去，请进来”的
学习方法，有计划地开展教学研讨活
动，在幼儿园的园本培训中，邀请北
大幼儿园、银川市教科所相关老师对
幼儿园老师进行课题讲座及培训，组
织部分优秀老师出国参加相关业务
培训。杨丽说，只有多看、多听、多
说，才能拓宽教师的视野，活跃教师
的思维，为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杨丽向记者介绍幼儿园党建工作开展情况。

历时七年 只为创办优质幼儿园

多措并举 打造高素质师资队伍

让“爱”发光
照亮孩子们成长之路

新生儿科，在同心县级医院
来说，是一个新鲜而又陌生的名
词，因其高危，无人问津，因其艰
辛，难以问津。同心县又是一个
回族比例大、新生儿相对出生率
高的地方。由于部分新生儿疾病
的特殊性及治疗护理条件差，导
致新生儿过早离开了人世。顾生
秀看到了这点，为了提高同心县
新生儿的治疗水平，减少伤残率，
2007 年开始有针对性地精进自己
的医术。

日复一日的学习，让她系统的
掌握了新生儿科的诊疗技术和护
理规程，为日后开展同心县新生儿
科 的 工 作 开 展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基
础。进修回来后她曾多次向院领
导提出在县级医院率先成立新生
儿科的建议，并论证成立新生儿科
的可行性。经过院领导的慎重考
虑，2012 年，同心县人民医院决定
成立新生儿科，并把新生儿科主任
这个沉甸甸的担子压在了她的肩
上。面对院领导的期望和重托，她
没有退缩，毅然决然地走向了新的
工作岗位。成立新生儿科初期，医
疗人员不愿来，她分头做工作，帮

他们打消顾虑，树立信心。医护人
员没有诊疗护理经验，她利用一切
时间从头讲起，一项一项建立，一
项一项落实，短短一年之后，新生
儿科已形成了系统的诊疗规程，专
业的护理技能，多项新的业务也陆
续开展起来。

新生儿科成立以来，随着医务
人员对工作的熟悉，救治范围也从
最初的新生儿常见疾病向疑难、危
重疾病等新的领域拓展、延伸，并形
成系统的诊疗规范，每开展一项新
的项目，都需要极大的投入和担当
的勇气。拿不准的，顾生秀就向书
本学，向专家请教，不厌其烦，不辞
辛劳。为了掌握各种仪器的操作并
熟练使用，她第一个掌握技术要领，
第一个向科室人员示范。每次大查
房，她精心准备，结合患儿的病情详
细讲解，有时忙起来，她往往顾不上
喝水吃饭，饿了，用方便面充饥，困
了，在科室休息。为了新生儿科发
展，她几乎顾不上家庭，但新生儿科
却在短短的 3年间迅速发展壮大，就
连区外专家也不禁由衷感叹：能在
基层把新生儿科开展得如此好，简
直不可思议。

用心做好新生命的守护者
——记同心县政协委员、同心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主任顾生秀

本报记者 毕 竞

顾生秀爱学习，肯钻研，在同
心县医院是出了名的。2000 年，她
放下家中年幼的孩子在宁夏医科
大学总医院儿科进修学习一年，随
后在宁夏医学院脱产本科，获得学
士学位。 2007 年在北京市儿童医
院进修半年。期间她主动向专家
和老师求教，积极参加科研项目研
究活动，不断充实和更新业务知
识，以高标准、严要求，适应院方环
境。通过学习、考察、交流，看到了
差距，同时了解和掌握了许多儿科
最新动态，学术观点，更新和提高
了业务知识，经过多年努力，她在
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和新生
儿急救、儿科疑难病的诊治方面获
得了可喜的成果。

科室成立伊始，她把学习、培训
放在了科室工作的重中之重，不但
要自己学，还让科室的医务人员共
同学习，科室才有发展的保证和基
础。为此，她要求每周进行科室业
务学习及疑难病例讨论 1次，且每名
年轻医护人员参加讲课。通过学习
不断引进先进的诊疗信息，提高自
身诊疗水平，目前每年救治患儿
1000 余例，大大降低了县城新生儿

的死亡率及转诊率。2017年成功救
治了一对 27周，体重 780克和 860克
的双胞胎，在社会上取得了良好的
社会效益，受到了领导和家属的一
致好评。

新生儿科区别于其他科室的最
突出特征莫过于无家属陪护。无家
属陪护不仅决定了科室医护人员兼
任保姆的双重身份性质，对于早产
儿和一出生就病魔缠身的婴儿，她
知道做好这项工作，需要整个科室
人员的爱心和奉献精神，否则，就是
再先进的设备，再先进的技术，孩子
同样难以存活下去。

在她带领下，全科室人员形成了
一种团结向上、甘于奉献的工作氛
围，让每一名前来就诊的患儿感受到
了家一样的温暖。

顾生秀常说：“一个好医生不是
靠好的包装，好的宣传而知名，而是
靠 好 的 医 德 、精 湛 的 技 术 而 得
名。”顾生秀作为一名普通的医务工
作者，从事着平凡的儿科专业，数十
年的从医生活，她一直默默无闻的
工作着，医者父母心，她不断精进着
自己的医术，不断传播着一名医者
的爱心和正能量。

顾生秀检查新生儿身体状况。（图片由委员本人提供）

无私奉献 锐意创新勇于担当 敢于作为

顾生秀，同心县政协委员、同心县人民医院新生儿
科主任，先后被评为宁夏医师协会新生儿分会第二届
副主任委员、西北地区新生儿协作网专家委员、宁夏新
生儿危重症救治中心委员会委员、宁夏康复医学会第
一届儿童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她从事儿科工作二十
多年来，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在业务学习上孜孜以
求，以出色的工作成绩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认可和好评，
以个人精湛的医疗水平成为同心县人民医院新生儿科
的学术带头人。因工作成绩显著，她多次被评为同心
县优秀公务员和县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2018 年被评
为同心县第六届道德模范，2020 年被评为自治区三八
红旗手，2020 年荣获全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分会优秀
基层新生儿科医师奖。

阿曼古丽，同心县政协委员。她是同心县环卫所的
一名普通清洁工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她默默无闻、
兢兢业业7个春秋，她用自己的双手，托起家庭的重担，用
辛勤的汗水，为市民创造出洁净、舒适的居住环境。她曾
获得“全国中华孝亲敬老之星”、自治区第二届“百孝之
星”、“吴忠十佳好媳妇”、同心县“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

把心放在路上
把路放在心上

——访同心县政协委员阿曼古丽
本报记者 毕 竞

七年如一日，她日复一日地干着清扫工作，每天面对呛人
的灰尘、臭气熏天的气味，她没有退缩，也没有气馁，反而暗暗
下决心，一定要与同组人员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务。
她常对同事们说：“环卫工作别人瞧不起，我瞧得起；有人不愿
意干，我愿意干；别人不爱，我爱！”她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她像一头老黄牛，默默无闻，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总是抢重
活、脏活、累活来干，别人不愿意干的，她抢着干。垃圾点的垃
圾箱满了，有些溢出来了，她就拿起工具打扫干净，作业车脏了
她会把车擦洗干净。

她每天都在用心工作，也在力所能及的帮助同事，看到
垃圾装卸车的同事忙不过来，她就挥动自己手中的铁锹，一锹
一锹铲下来，汗流浃背，全身湿透，顾不上休息，又去保洁。有
时候车子坏了，还要等车子修好了继续完成一天的工作，每月
工资 1000 多元，但是她从无怨言，总是尽心尽职。她负责的
路段，道路两头建筑工地上来往车辆带来的泥沙较多，收沙，
运沙成了班组最苦、最累的活，特别是每当大雨、暴雨过后，大
量的泥沙、淤泥积在道路上，影响行人和车辆的通行，她为了
让市民们在一个干净、整洁的环境中生活，立即带头排沙清
道，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以自己的实干精神和过硬的工作作
风，赢得了群众的好评。

虽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但阿曼古丽树立了环卫工人
的良好形象，她把单位提出的“城市不干净，我们脸无光”口
号熟记于心，说服教育同事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在生活
中，她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关爱同事，谁有困难，她积极帮助
解决，谁有急事，她主动承担清扫任务。没有壮举，没有惊
天动地的业绩，只是平凡的点滴，她凭着对自己钟爱事业的
追求，任劳任怨，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奉献。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城市的街头不乏环卫工人的身
影，她们始终奋战在一线。众所周知，一次性口罩是防控
疫情的重要装备，无论是医护人员，还是普通公众，都需
要大量口罩。每日一次性口罩的消耗数量巨大，而处理这
些特殊垃圾的环卫工人，无疑是暴露在病毒面前的高危人
群之一。她们同样是一群平凡的最美“逆行者”，她们奋
战在最脏、最累的岗位，默默为广大居民筑起一道疫情防
控的“坚固防线”。

爱岗敬业 无怨无悔

1997 年，阿曼古丽和丈夫双双下岗，他们一起在建筑工
地上打工。2003 年，公公得脑溢血，全身瘫痪，生活不能自
理，一日三餐都要喂。阿曼古丽开始帮助婆婆照顾起公公。
2009年，不幸又一次降临到这个家庭，婆婆也瘫痪了。丈夫白
天外出打工，阿曼古丽便照顾两名老人。为了方便照顾老人，
阿曼古丽决定和公公婆婆睡一个炕上，一夜起来几次给老人
翻身、换尿布。丈夫见阿曼古丽实在熬不住了，想替换让她歇
歇，固执的阿曼古丽坚持说自己能行，因为她知道，丈夫白天
还要在工地干重活，更需要休息好。“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
阿曼古丽做到了，她十年如一日照顾瘫痪的公婆。

2014年，阿曼古丽来到同心县环卫所工作，她深知自己肩
上的重担。“既然选择了环卫事业，就应该全身心的投入，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阿曼古丽说。大家都清楚环卫工作脏、累、
苦，365天一天都不能停，无论是刮风下雨、寒冬酷暑，都要坚守
在自己的岗位上。刚到环卫所工作，由于清扫的路段比较长，
人口密集，商业网点众多，垃圾量大，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学会驾
驶环卫作业车，阿曼古丽下班后打电话咨询同事如何驾驶作业
车，记录下重点，在没人的地方练习操作。她在工作中处处以
身作则，踏踏实实，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炎炎烈日，每天总是第
一个到岗，最后一个离开，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路面帮助在
班人员拾废纸、烟头，特别是进入秋季落叶期，一阵风后，路面
到处是落叶，她总是挥动着大扫帚一刻不停地把一堆堆落叶及
时清扫装运走，以保持路段干净整洁。

仁孝楷模 辛勤工作

阿曼古丽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回家。（图片
由委员本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