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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城事

□记者 赵硕 特约记者 王思臣 通讯员 申社彤

近日，高新区孙旗屯小学成为我市推荐的8所“河南
省师德师风建设先进学校”之一。该校拥有近千名学生，
其中大部分是“随迁子女”。在这所学校里，“不让一个‘随
迁子女’掉队”的办学理念以及老师们浓浓的关爱让广大

“随迁子女”在洛阳感受到家的温暖。

□记者 张斌 文/图

“这栋楼不知道怎么了，一直往外
冒着白烟。”1月3日上午8时许，市民
李女士经过七一路与滨河北路交叉口
时，看到了浓浓的白烟一阵一阵地从一
栋大楼的窗户往外冒。

9时许，洛阳晚报记者来到了七一
路与滨河北路交叉口，见到了李女士所
说的那栋楼房。位于楼房高处的地方
有少量的白烟冒出（如图），但并没有明

火出现。在询问了一名路人后洛阳晚
报记者得知，原来，这白烟并不是火灾
引发的，这栋楼是我市九都路集中供热
中心。

随后，洛阳晚报记者来到了供热中
心。在得知洛阳晚报记者来此的目的之
后，供热中心的王师傅笑着说道，大家千
万不要把这白烟当成火灾，这白烟是从供
热中心的连排膨胀器中排出的，是一种类
似水蒸气的气体，属于锅炉中的余气，正
常的锅炉都要排放。

□记者 丁立

洛阳晚报记者日前接到一名叫王
海（化名）的读者来电，他说自己是河
南周口人，来洛打工有六七年时间了，
现带着老婆、孩子租住在高新区苗湾
社区。本来，孩子在苗湾小学读书，上
下学很方便，可最近，却传来苗湾小学
要拆迁的消息，令王海一家犯了愁。

“听说我们孩子很有可能被安置
到高新区土桥沟小学，从苗湾到土桥
沟需要绕一个U字形，中间还有一座
大山，那里不通公交车，离50路等公交
车站牌至少还有1公里路——这可怎
么办？”王海的爱人告诉洛阳晚报记
者，这些日子想起这事儿，她就上火。

在苗湾社区，还有两名来自洛阳
郊县的外来务工人员，也表达了同样
的忧虑。

苗湾小学校长赵小伟证实了学校
将要拆迁的事情。赵校长说，他们已
接到高新区文化教育体育管理局通

知，正在就安置一事向学生家长征求
意见。苗湾小学学生共106人，外来务
工人员子女有90多人。

高新区文化教育体育管理局副局
长董高峰告诉洛阳晚报记者：“2013
年市政府给高新区下了城中村改造
的通知，其中包括苗湾社区。2013年
12月 20日，我们开始讨论学校的拆
迁和学生分流问题。每年入学前，市
教育局都在报纸上公示接收进城务
工人员子女定点学校，我们会在这些
定点学校中，为进城务工人员优先考
虑条件较好的学校。另外，在苗湾
北，我们已规划出61亩教学用地，正
准备建设新的初中和小学。在加快
新学校的建设的同时，就现有学校规
模进行扩建，区实验小学已经开始扩
建，今年10月份完工，届时，区实验小
学将从18个班扩大到24个班。等今
年9月份开学了，新学校的接纳能力
就会增强——家长不要有顾虑，我们
会尽量就近安排。”

在这儿感到
家的温暖

看到这儿冒烟，
您不用慌张

学校要拆迁，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咋上学？
有关部门回应：会考虑就近安置

采访中，老家在安徽、今年十
岁的崔豪豪怎么也记不起自己是
哪年来的洛阳，最后，他打电话向
妈妈求助。“傻孩子，你刚满月就
来洛阳了。”豪豪一拨通电话就招
来了妈妈的“温柔一骂”。

“感谢学校的老师，他们比我

称职。”豪豪妈妈在电话里有些不
好意思。

徐良惠老师告诉洛阳晚报记
者，孙旗屯小学六个年级一共有
18个班，在校生975人，其中“随
迁子女”有643人，“不让一个‘随
迁子女’掉队”是最重要的校训。

老师比我们称职

家长篇

刘文化老师的办公桌上摆着
一个精致的盒子，里面存放着一
枚塑料戒指。虽是塑料做的，在
她心里，这枚戒指却极为珍贵。

2009年，刘文化的班上来了
一个叫王欢欢的女孩。这个女孩
性格有些孤僻，不爱说话，也不太
讲卫生，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
教室里。刘文化了解到，王欢欢
年幼时父母离异，她的父亲四处
漂泊打工，小欢欢长年在亲戚家
借住，经常遭白眼，她幼小的心灵
受到过伤害。

自此以后，刘文化老师就格
外关注这个小姑娘。一个冬天的
早晨，上午第一节课预备铃已经
响过，王欢欢的座位还是空的，刘
文化就给欢欢的爸爸打电话。王
父说：“我早上走得早，走时欢欢
还没有起床。”放下电话，刘文化
就直奔学校附近欢欢租住的房
子。一推开门，刘文化就闻到一
股浓浓的异味，此时屋子中间的
炉子还在烧着，欢欢则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不管刘文化怎么摇都
摇不醒。刘文化赶忙把欢欢送到
村卫生室，直到欢欢慢慢好转，她
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有一年“三八”节前夕，学校
开展活动，其中一项是和妈妈拥
抱。活动开始了，刘文化看到欢
欢独自坐在墙角一言不发，眼里
满是哀伤。刘文化知道“妈妈”这
个字眼对欢欢来说太沉重了，于
是她主动走上前，将欢欢轻轻地
揽入怀中。“欢欢，老师就是你的
妈妈。”话音刚落，欢欢就抽泣起
来……

在此后的学习生活中，欢欢
发生了令人欣喜的改变：上课认
真听讲，下课和同学的交流也多
了，个人卫生也搞好了。有一天，
欢欢的爸爸高兴地告诉刘文化，
欢欢回到家还会给他做饭，他高
兴坏了。

转眼到了毕业时，欢欢特意
向爸爸要了钱，买回一枚塑料戒
指送给刘文化。

一枚难忘的塑料戒指
老师篇

三个月前，四年级的“湘妹
子”朱思婷刚过完自己的9岁生
日，生日会上，她吃到了“妈妈
菜”，和爸爸一起唱生日歌，“姐姐
还送我一个可爱的小布熊”。几
个月过去了，朱思婷还是对这次
全家最团圆的生日会念念不忘。

“这是我度过的最快乐的一
个生日。”两年前，朱思婷随父母和
阿姨一家来到洛阳，而在此之前，
她的父母在广东打工，她则是湖南
岳阳乡下的一个“留守儿童”。

随父母来到洛阳后，朱思婷
进入孙旗屯小学。她发现，这里
的绝大多数同学和她有着类似的
经历，“很温暖，很快就适应了”。
尽管只有九岁，朱思婷一点也不
跟记者“认生”，还有模有样地“表
扬”起老师、同学。

“平时我和妈妈、姐姐都在
家。”朱思婷说，尽管爸爸打工比
较忙，但是她再也不担心爸爸去
远处，而是每天晚上都问妈妈：

“爸爸回家吃晚饭吗？”

“湘妹子”不再担心爸爸去哪儿
学生篇

随迁
子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