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年铺就留守儿童“归零之路”
成都岷江村将推动经济发展和关爱儿童工作“一起抓”

新闻新闻壹段壹段评评

近日，24岁盲人女孩想当钢琴老师教更多盲人弹琴的新
闻引发网友热议。梅暄因受早产影响从小视力低下，8岁后，
她彻底失去视力。2008年，她第一次接触到钢琴，靠老师的
耐心教导和自己的反复刻苦练习，梅暄多次获得钢琴专业大
奖，后来通过努力还考上大学。今年3月，她参加了教师资格
考试，她说希望将来能成为钢琴老师，让更多盲人学会钢琴。

她心中的光将照亮更多盲人的路

失去光明，在指尖与琴键的碰撞中，24岁女孩梅暄
用琴声实现成长。为了让更多和自己一样的人体会韵
律之美，她选择成为一名钢琴老师。用跃动的音符让更
多人踏上音乐的旅程，收获生活的美好，为梅暄的理想点
赞！

近日，河南汝州通报被打女童王某格安置情况。5月17
日，河南汝州温泉镇政府通报，经公安机关调查核实，因其两
次私自拿家里钱，其母亲打了女儿两次，造成面部受伤，网传
被校园欺凌受伤不属实。其母精神二级残疾，已送至养老中
心集中供养。目前该女童经过治疗已出院，温泉镇及有关部
门在征求其亲属意见后，已将其送至特殊学校，所需全部费用
由汝州市福利院负责。

把对特殊家庭的关爱落在实处

母亲有精神疾病、孩子私自拿钱被打……如何帮助
一个不完整的家庭走出阴霾，让家中的每个人都能享受
阳光雨露，需要当地民政等相关部门把工作做得再细一
些、再实一点，切实把政府的关心和关爱送到群众身边。

天天 点观观

视点2022年5月19日 星期四主编 赵梓涵 责编 高亚菲
责校 张金梅 制作 刘晓禹4

王恒 整理点评

社址社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03103号号 邮政编码邮政编码：：100009100009 联系电话联系电话：：新闻新闻5798312457983124 新媒体新媒体5798316457983164 发行发行5798323757983237 广告广告5798308057983080 订阅处订阅处：：全国各地邮局全国各地邮局 国外发行国外发行：：北京北京399399信箱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国外发行代号895895DD 定价定价：：全年全年396396元元 每月每月3333元元 广告经营许可证广告经营许可证：：京西工商广字第京西工商广字第01270127号号 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印刷 法律顾问法律顾问：：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北京市格平律师事务所郑菊芳律师

性 别 平 等 教 育
当从童书阅读开始

“助学金”弄虚作假不能止于追缴

新闻 1°深深

点燃更多肿瘤患者心中的希望

近日，高校追回多名已毕业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引发热
议。18日，山西师范大学发布公告称，经审计发现，生命学院
生态学专业2021届、2020届毕业研究生刘某、马某提供虚假
信息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体育学院体育教学专业2020届
毕业研究生李某某、许某、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2020届
毕业研究生孟某某、戏剧与影视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2020
届毕业研究生任某某在享受研究生国家助学金的同时，享受
国家财政供养，学校已追回他们在学期间所享受的全部研究
生国家助学金并上缴国库。

提供虚假信息领取研究生国家助学金，其行为严
重破坏教育公平，也让国家助学金发放信誉受损。在
肯定山西师范大学自查行为的同时，冒领国家助学金
的行为不能仅仅止于追缴，更应在学校助学金发放过
程中倒查监督、管理、审核等环节的漏洞和相关人员
的失职行为，以便让今后的助学金能财尽其用。

近日，“熊猫血”大叔为能随时献血坚持长跑20年感动网
友。福建福州51岁的黄饶杰，血型是Rh阴性O型血，俗称

“熊猫血”。从2002年开始，他基本每年献血一次，至今共捐
献全血6400毫升。为保证血液质量，他不抽烟、不喝酒，坚持
每周长跑四次。他说，如果有人急需用血，但自己不符合献血
要求的话会觉得内疚，所以要求自己生活上自律。

血型珍贵，爱心更珍贵

比血型更珍贵的是爱心。不抽烟、不喝酒，坚持长
跑20年，拥有“熊猫血”的黄饶杰一直用责任和担当践
行着自己的爱心使命。“熊猫血”带给病患生的希望和
可能，也带给黄饶杰自律的生活方式和健康的身体。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任然

“80后”的张利，对改变感到满足。
与所有一年级小学生的妈妈一样，她

“早晚接送，上班、家务，辅导作业”，生活被
填充得满满当当。

7年前，尚在上海打工的她，在一家火
锅店日复一日地洗菜、端盘、服务客人，只
有偶尔的空闲，想念从小就养在岷江村公
婆身边的儿子。

那时，张利没有想过，回到距离四川成
都市区仅20多公里的岷江村。她和丈夫
都明白，“外面才有赚钱的机会”。

从2010年开始，“给村里规划未来目
标，让孩子们的父母回家就列进去了。”村
党总支书记、妇联主席陶勋花说。那一年，
她刚刚因为“干好妇女工作”累积的“人
气”，成为“村书记的不二人选”。

“温江区 100多个村，我们是‘尾巴
村’。”

“村里有18个留守儿童，全区最多。”
2011年，新一届的村领导班子常常把

这两组统计数据放在一起考量。
推动村经济发展和实现留守儿童“归

零”，逐渐变成“一起抓的事”。

村干部开始“多叨叨”
第一次知道“原生家庭”这个词，张利

感觉，“找到了很多问题的根源”。
在她的儿时，父亲常年外出打工，她很

小便开始当家，“自己管自己，一直缺爱，缺
安全感，不自信”。张利说。

在上海打工时，她的婆婆杨佳琴突然
开始念叨，让儿子儿媳回来，她自己带孙
子，“总感觉孩子不活泼”。

村里很多人都开始注意一个身边的例
子。村里一个小孩，从小父母不在身边，不
仅成绩不好，还有心理健康问题。

杨佳琴开始担心，“孙子将来也会变成
这样”。

张利开始渐渐打定主意：“我不想我的
孩子和我一样。”

“留守儿童，村里再怎么关爱，都难以
解决根本问题。”长年担任村妇代会主任和
村妇联主席的陶勋花记得，十多年前开始，
全国妇联、民政部等多个部门，年年都会出
台各类关爱留守儿童的措施。

建儿童之家、4点半课堂，组织爱心妈
妈、寒暑假活动、亲情连线活动……在岷江
村，都一样不落地开展，孩子们也确实感受
到了来自各界的关爱，但是，细心的人会发
现“孩子们只有看到爸爸妈妈时，眼里才有
光”。

村里18个留守儿童家庭，被一一记录
在案。村委会达成了一个共识，不回家的
原因多种多样，首先要改变的是父母、爷爷
奶奶的观念。

第一个方法就是“多叨叨，多举例”。
“孩子还是要爸妈多陪伴才行”“爸妈

的爱，我们谁都代替不了”……无论是大会
小会、发通知打电话，还是走访家庭、日常
聊天，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话总被村干部
们挂在嘴边。

“70后”宋俊茹便是在这些“叨叨”中，
突然意识到，大儿子和自己总有隔阂的原
因，“是陪伴太少”。年轻时为了在村里专
心赚钱，扩大产业，她和丈夫常年把大儿子
放在娘家，成了娘家村的留守儿童。

有了老二后，即使生意已不如往年，
宋俊茹和丈夫再没离开过孩子。“无论怎
样，都要留在村里，陪着孩子。”坐在客厅
里一面贴满小儿子奖状的墙壁前，宋俊
茹说。

村里有了“就业岗位”
“做过衣服、钩过花，还做过熊猫系列

文创产品，是出口‘一带一路’的订单，每月
能增收上千元。”杨佳琴回忆，前些年，几乎
每一类培训，她都参加，只为了给家里增加
一份收入，使儿子儿媳能快点回家。

父母能回家，岷江村不能穷，这个道理
从村民到村干部都知道。

从2015年开始，以居家妇女为主体，
订单式的缝纫培训、钩针棒针培训、手工编
织等各类培训几乎年年在岷江村开展。至
今已培训上千余人次，建设了各类就业实
业培训基地，打造了上百平方米“指尖上的
爱”手工艺品生活馆……

村里还积极谋划，“找一条收入更稳
定、岗位够充足的路子”。

彼时，“美丽乡村”建设是热词，乡村旅
游方兴未艾。岷江村顺势想到了村里依山
环水的生态环境，以及闲置宅基地和闲置
农房等闲置资源。

岷江村由原岷江村、胜利村合并设立，
辖 20个村民小组，总人口 5120人 1852
户。村庄不仅东临河畔，河流的一条小渠
还穿村而过，形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乌龙
岛。

2017年，靠着青山绿水，村集体不断
与企业和村民协商，成功吸引了一家帐篷
民宿酒店在乌龙岛上入驻，一下解决了30
余名村民就业。

这其中，就有刚刚回到村里的张利。
尝到了甜头，岷江村开始采取多种方

式来盘活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进行乡
村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垃圾分类等生态保
护工程，继而又吸引了“工坊”“书院”等多
种结合村庄特色的民宿酒店入驻。

2017年以来，岷江村已建设农旅项目
24个，加快建设项目10个，还计划引进项
目6个。2020年，岷江村被命名为2019年
度四川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村。

“每一个项目都优先吸纳本村村民就
业。村民不仅可以获得租金、参与分红，还
可以就地就业。”翻看村里的账本就能发
现，加上仍在持续开展的居家灵活就业项
目，“村民在村里收入，与在外打工差不多
了”。

第二个孩子出生后不久，张利的丈夫
也回了村，在附近做小工程。

如今，民宿经营、餐饮经营、房车营地
经营等各类培训在岷江村常年开展，已培
育了“资质”酒店管家50余名、花木匠人
240名、女红186名及其他技能人才近千

人，且正在培育储备1008个民宿“主人”，
为游客实行定制化服务。

张利已经在打算，用自己在民宿酒店
工作的经验，以及通过村里培训所学，自己
做乡村民宿。

2021年，岷江村全村人均纯收入已达
3.7万元，集体经济收入达65万元。

同样是在这一年，岷江村正式宣布，
18户留守儿童家庭全部清零。

村民观念正不断更新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农村要想发展，必

须把农民留在家乡。岷江村已经从“人气
回暖”中找到“发展密码”，大家都相信，“人
人有事做，人人有钱挣，人人留下来”就是
方向。

宋俊茹不仅每天经营自家的生意，
作为村民小组组长，她还要忙碌村里的
公事——打扫院落、垃圾分类、召集村民
开小会……宋俊茹说，她忙“公事”，也是
为了给孩子做榜样，让孩子学会为他人服
务、为村庄做贡献。

张利和丈夫则不再只是简单地陪伴孩
子，他们还常常学习有关家庭教育知识，带
着孩子野炊、做游戏，口中常常蹦出“有效
陪伴”等专业词汇。

村里没有留守儿童了，儿童的发展仍
是岷江村重点工作之一。

“读书会”“做花篮”“植物拓印”“包水
饺”等各种手工活动，以及防溺水、防性侵
等安全小课堂等，在节假日及寒暑假里丰
富开展，村里的民宿酒店则提供了多种多
样的场地支持。

就在不久前的母亲节，村里在新开的
“趣开营”木屋营地里，为孩子们开展了一
场感恩母亲的亲子活动。

当天，下班回家较晚的张利，也收到了
来自儿子的祝福，孩子给她捶背，感谢妈妈
的辛苦付出。

“回来是对的。”张利说，村里未来发展
让人期待，孩子的未来更可期。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丁秀伟
□ 李铭耕

她倾注了25年，从默默无闻做到行业翘
楚；她奉献了18年，将中山医院肿瘤内科发
展壮大。她就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
内科主任医师刘天舒。

作为一名医生，刘天舒的年门诊量超过
7000人次；作为研究者，她发起并完成了6
项中心临床研究，主持肿瘤新药研究32项，
参加国际和国内多中心大型临床研究140余
项。

刘天舒是上海女医师协会评选的“上海
最美女医师”，也是肿瘤病人眼中的好大夫。

一步步发展壮大肿瘤科
1997年，硕士毕业后的刘天舒进入了中

山医院的消化内科，并在2001年，拿到了世
界卫生组织WHO的奖学金前往比利时学习
肿瘤专业。2004年，赶上中山医院兼并一家
二级医院并开拓肿瘤科的机会，刘天舒在她
35岁那一年更换了跑道，从消化专业转向了
肿瘤专业，并接管了分部肿瘤科。

来到这里工作，相当于白手起家。肿瘤

科病房设施老旧，收治的都是临终的肿瘤患
者，刘天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边攻读博士
学位，一边学习刚起步的肿瘤专业；一边兼顾
临床工作，一边参与科室的建设，那一年，她
的儿子刚刚2周岁，刘天舒就这样在属于自
己的赛场上进行着“铁人五项”的角逐。

“爱拼才会赢”少不了“三分天注定”。
那些年正赶上国内肿瘤专业的快速上升
期，国际上肿瘤诊疗也取得很大进展，随着
靶向药物进入中国，新药的临床研究开始
兴起，刘天舒凭借中山医院的平台以及自
身的实力，逐步得到国内行业大咖们的青
睐，开始有机会接触到新药方面的研究。
起步阶段相当困难，由于当初的科室硬件
以及人员的资质薄弱，并不能顺利开展这
些项目。刘天舒还清晰地记得带着团队做
的第一个项目是借用外科的研究资质来接
的，她就是在这一步一步的耕耘中提高了
科室的研究能力。

2016年，随着医院总体规划的调整，肿
瘤内科原班人员全部搬回到中山医院总部。
这个回归对于刘天舒个人及整个科室的发展
具有非凡的意义。至此中山医院的肿瘤内科
进入到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现在回头看，刘

天舒说，她更感恩这12年的历练。
2019年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

属中山医院樊嘉院长的带领下，中山医院整
合医院内部资源成立了肿瘤防治中心，刘天
舒作为秘书长负责内部事务的统筹协调，中
山医院成为全国综合性医院中肿瘤科排名第
二的三甲医院。

以新模式应对时代发展
20世纪90年代，肿瘤发病率的上升直

接导致了综合性医院中的肿瘤病人越来越
多。中山医院作为一家综合性医院，有必要
成立肿瘤科。

在肿瘤诊治的过程中非常强调“多学科
团队”的模式。肿瘤内科是其中非常重要的
一个成员，参与诊断和治疗决策，包括后续
并发症的处理。

被问及中山医院肿瘤内科和肿瘤医院肿
瘤内科的差别时，刘天舒总结说：“相比于肿
瘤专科医院的专科化和细分化，我们医院肿
瘤科的特点是我们的医生前期经过内科的培
训，内科的处理能力比较扎实，对于肿瘤治疗
过程中的急诊和并发症的处理，可能是优于
专科医院的。”

刘天舒告诉记者，中山医院的目标不仅
是成为临床一流的医院，更要成为“研究型医
院”。“国际上很多高水平的医学中心和科研
机构实际上是一样的，需要不断地创新。人
才和教育是需要传承的，这样才能完成知识
的不断更新和迭代。”她说。

肿瘤病人心中的好大夫
“我连做梦都在奔跑。”刘天舒这样说。
刘天舒在门诊要面对的患者，一个上午

至少40多人，一直要拖到下午才能结束。
就连通过线上平台咨询刘天舒的患者都说

“刘主任的号太难预约了”。面对庞大的病
人数量，宝贵的门诊时间更是要争分夺秒的
利用。

所以只要一有交流的机会，刘天舒都会
选择用一种春风化雨的方式面对她遇见的每
一个病人。一位病人回忆说：“刘主任脸上总
是挂着笑容，面对焦急的病人和家属总能够
耐心地讲解治疗机制和手段。”

如今，刘天舒开设了“刘天舒教授工作
室”微信服务号，向患者传递正确的疾病治疗
知识，她希望通过科普更多医学知识，点燃肿
瘤患者心中的希望。

□ 何勇海

国内第一份“性别平等童书100”书单近日在深圳发布。
入选“性别平等童书100”书单的图书，既有包含展现理想的
性别平等情景的图书，也有以性别刻板印象为批判对象的图
书，还遴选了在非传统女性工作领域取得重要突破的女性传
记，更有关于身体发育、自我保护、爱和尊重等科普内容，帮助
儿童了解性别知识、发展自我尊重情感的图书。

性别平等是家庭幸福的基石，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
重要标志。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21-2030
年）》提出，“提升全社会的性别平等意识，推进男女平等基本
国策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等”。那么，性别平等宣
传教育如何进学校？可以探索实施的方法有很多种，创作、评
选、推广具有性别平等意识的好童书，在儿童阅读中进行性别
平等教育，就是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为了让儿童接触到科学的性别观念，逐渐树立正确的性
别平等意识，的确有必要针对性别平等问题开展童书清理、整
治行动。呼吁家长、教育工作者在选购童书时，提高检视其中
是否隐含性别歧视问题的能力，在儿童日常的阅读活动中有
意识地融入性别平等教育。相关机构也可通过开展评选推广
活动，让更多“性别平等童书”走进公众视野。

孩子阅读的童书，无时无刻不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孩子
的认知，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从阅读中建立性别平等意识、
性别平等的内涵和价值，并贯穿到生活中和未来的工作中。
性别平等教育不仅应该存在于课堂和童书，更应该像空气一
般，弥漫在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

▲ 在岷江村“百家联营”——“趣开营”基
地开展的儿童活动。 岷江村供图

▲ 岷江村开展“百家联营”岷江家宴活动。
岷江村供图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肿瘤科医生刘天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