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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安凤南收费站

女子误入高速
工作人员送她回家
本报讯（记者 王玉婷 许晓婷 通讯员 郑凤

纪 廖艺强）看到女子一口气喝光四瓶水，工作人
员察觉出异样……近日，一名精神障碍女子走失
后误入高速，同安凤南收费站工作人员暖心相
助，帮她联系到家人并安全送回家。

当日9时45分，一名中年女子走到同安凤南
收费站，似乎迷路了。只见她拿着一个空矿泉水
瓶四处找水喝，当班工作人员郑臻发现后，立即
拿来四瓶矿泉水。谁知，一转身，女子竟一口气
将四瓶水都喝光了。

“不太对劲……”女子这一行为，把郑臻吓了
一跳。工作人员仔细观察，发现女子神色恍惚，
举止异于常人，便先将其安排在服务大厅休息，
并给她拿来牛奶和面包。

尝试沟通后，女子说出了丈夫的电话。经过
三次去电，终于接通女子丈夫电话。一个小时
后，他打车来到收费站。

经了解，夫妻俩是外地人员，住在集美东安
村。女子患有精神障碍，丈夫一边打工，一边照
顾妻子。不料，当日凌晨，丈夫一不留神，妻子从
家里出走还误入高速。“我急得四处寻找，幸亏你
们及时帮助……”丈夫感激地说。

考虑到收费站较偏不方便打车，经单位负责
人同意，工作人员开车将夫妻俩送回集美。

集美区6所学校

上线“共享头盔”
校门口免费借用

本报讯（记者 林桂桢）着急出门，忘戴头盔
怎么办？近日，集美区教育局联合集美交警大
队、杏林街道开展“共享头盔”进校园活动，在杏
东中学、厦门十中、杏林中心幼儿园、宁宝幼儿
园、曾营小学、宁宝小学六所学校投放“共享头
盔”，保障学生和家长安全出行。

据了解，此次投放的“共享头盔”共有160
个，由杏林街道和杏林交警中队捐赠，包括成人
头盔和学生头盔，供忘戴头盔的学生及家长免费
使用。

为便于管理，宁宝幼儿园在总园和华铃分园
校门口分别设置了一个“共享头盔屋”，在每顶头
盔上标注专属编号，并安排人员负责“共享头盔”
的日常运行，引导家长文明使用“共享头盔”。

杏东中学设置了“共享头盔驿站”，上学或放
学期间，值班老师和保安值勤时如果发现家长或
学生未佩戴头盔，就会让学生督导队员引领他们
到“共享头盔驿站”借用头盔，登记后即可使用，
借用时间原则上不超过2天。

厦门疾控发布9月健康预报

请您谨防登革热
根据我市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

数据，结合国内外传染病疫情动态，经专家会商
评估，预计9月份，我市特别关注的传染病有登
革热、手足口病、恙虫病。重点预防食源性疾病
是细菌性食物中毒。重点预防伤害为中暑、车
祸。

夏秋季是登革热的高发季节。市疾控中心
提醒：市民群众前往登革热疫情发生的国家或地
区时，应做好防蚊措施，注意避免被蚊虫叮咬，认
真防范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

正值开学季，我市也将迎来手足口病的流行
季节。近期应特别关注儿童健康，切实做好预
防。EV71是容易导致手足口病发展为重症甚
至死亡的病毒型别，接种EV71疫苗（6月龄到5
岁）可以有效预防由EV71感染引起的手足口
病。

此外，近期我市降雨频繁，市民还需警惕恙
虫叮咬。恙螨多孳生于温暖潮湿的草地或矮丛
灌木，雨后初晴天气不要到溪沟边草地上坐卧休
息，如有野外活动史，身体出现不适，要检查身体
是否有虫子咬伤结痂，并及时到医院检查就诊。

本报记者 陈莼 整理
来源：厦门疾控

同安龙眼采摘节今日举办

邀您一起来尝鲜
本报讯（记者 卢漳华 通讯员 韩超）眼下是

龙眼上市的季节，一串串黄澄澄的龙眼挂满枝
头，压弯枝条。今日，同安区在莲花锦仔山生态
园举办以“品味同安 品味传承”为主题的“同安
凤梨穗”龙眼采摘节。

活动邀请农业专家、相关企事业代表及家庭
农场、市民朋友现场体验采摘，并开展“同民安”
特色农产品展示、农产品直播推广、文艺表演等
活动。精彩的节目和香甜多汁的桂圆邀您前来
尝“鲜”。

据悉，同安种植龙眼有400多年的历史，曾是
全国六大龙眼产地县之一。“凤梨穗”属中熟龙眼
品种，与其他龙眼品种相比，凤梨穗龙眼具有高产
稳产、果实品质好等优点，受到市场的欢迎。
2012年年底，“同安凤梨穗”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这也是厦门首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据介绍，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打造“同安凤梨
穗”品牌价值，提高凤梨穗龙眼知名度，提升“一村
一品”品牌价值，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展示同
安区在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着力推动农业转
型升级、提质增效、市场对接的工作成效。

本报讯（文/图 记者 张玉
榕 实习生 金璨）摄像头一扫，班
级考勤人数一目了然……近日，
一段大学老师上课用“高科技”点
名的视频火了，一些网友不无调
侃地感慨：还好毕业得早！

视频中的“点名神器”来自
厦门工学院的课堂。昨日，记
者联系该校老师得知，原来学
院推出了智慧教室，新设备不
仅能辅助老师完成点名，还能
让课堂更加智能、高效、有趣。

“点名神器”使考勤时间由
几分钟缩短到几秒钟。视频
中，教室的电子屏把在场学生
的人脸照在大屏幕上，很快，每
个学生的人脸都被一个圆框识
别，并在屏幕上方显示：统计人
数41人。在视频评论区，还有
网友忙着找“漏洞”，看看哪位
学生没被高科技识别到，还有
网友忍不住打趣道：“还好我读
书的时候没有这项高科技！”

厦门工学院规划与建设处
处长朱日丽告诉记者，点名只
是“智慧教室”的其中一项功
能，学校投入资金打造“智慧教
室”，最主要目的是通过数字赋
能来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进而
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运用
教育信息化手段实现教育现代

化。
“从去年开始，我们学校就

投入使用智慧教室，到目前为
止校内建成约 100 间智慧教
室，这种教室的费用也不低，一
间就需要花费数十万。”朱日丽
说，智慧教室除了协助老师快
速点名外，还有很多功能，例如
录课并上传至教学系统，这样
能方便跨专业的同学听课；课
程点击量这一数据能用来评估
学生对该课程的喜爱度，为学
校提供科学的教学管理信息；
在学生管理方面，学校也可以
了解到同学们愿意去上哪种课
程、哪些专业的同学会去上跨
专业课程。

朱日丽说，智慧教室的分
配和使用首先尊重老师们的意
愿，很多年轻老师非常喜欢使
用，比如在数学、物理等板书比
较多的课程使用智慧教室，老
师们不用吃粉笔灰，还能将板
书保存下来，作为教学素材上
传系统，学生可随时查阅。

该学院财务管理专业大四
学生吕同学说：“智慧教室还有
随机抽人提问的功能，抽查时
的音效让我感到紧张，不过，这
也算是一种外驱力，能让我们
上课更加自律。”

文/本报记者 杨霞瑜
图/本报记者 卢剑豪
衣着朴素、笑容满面，一

手拿伞、一手拿着教学材料
——前天下午，高攀出现在
小区门口。看见记者，高攀
招了招手，一边带路，一边介
绍，过去3年他连续担任高三
年段长，但这学期开始，工作
重心转向学校的德育工作。

高攀是四川人，祖父及父
亲都是小学教师，在长辈的影
响下，他也成为一名教师。
2009年，高攀从华东师范大
学政治学系毕业，通过校招成
为双十中学的一名高中政治
老师。自此，开始了他连续
14年的高中班主任生涯。

“我俩是校友，但也是来
了双十之后才认识的，因为同
为班主任，几乎每天都在一个
办公室里办公。”妻子许老师
介绍，高攀一直都是和蔼可亲
的样子，好像都不会生气，不
过一旦涉及原则性问题，他会
一脸严肃地坚持。久而久之，
许老师便被眼前这名爱笑的

“大男孩”吸引，她还笑称丈夫
是“学校发的对象”。

听到这里，一旁的高攀感
触颇多，“正因为我俩是同事，所
以习惯了各自忙碌的节奏。”让
他记忆犹新的是，担任高三年段
长期间，每逢节假日，学校的自
习室都会应学生要求保持开放，
即使是除夕，只要有学生在校自
习，老师们也不会“缺席”。

“有一次自习巡楼时，一
名高三学生问我要如何快速
掌握知识点。”高攀回忆，当
下他原本只是在疏导这名学

生的困惑，慢慢地，越来越多
学生围坐在一起，表达了各
自遇到的难题，他也一一回
应，并给予鼓励。“也许这就
是我们守护学生的意义吧！”
他感慨道，幸好妻子同为高
中教师，对于他的忙碌总是
多了一份理解。

“他一心就扑在学校里，
无论是教学还是德育工作。”
许老师说，今年高考前，为了
给学生们加油打气，丈夫一
有时间就自学闽南话经典歌
曲《爱拼才会赢》，最后如愿
与同事在考前两天的心理拓
展活动上现场演唱。“这是很
励志的经典歌曲，学生们听
到这首歌，反响热烈，还有学
生主动上台一起合唱。”高攀
说，自己最喜欢“ 三分天注
定，七分靠打拼 ”这句歌词，
到现在还会时不时地哼唱几
句，有时还会唱给儿子听。

近些年，高攀担任高三年
段长期间，双十中学的高考成
绩不断取得突破，连年文理双
状元。高攀个人也多次获得
优秀班主任、优秀教师等荣誉
称号。对此，他却谦虚地说：

“最大的荣誉，还是看到学生
们的成长。”

对于高攀来说，这些荣
誉的背后都离不开家人的支
持和学校给予的后勤保障工
作。“我儿子虽然还不到3岁，
但在学校工会的组织下，他
既可以参加教职工子女的篮
球体验课，也能时常去学校
图书馆看绘本。”高攀笑言，

“后方”稳住，“前方”才能更
好地向前冲嘛！

厦门工学院建成约100间智慧教室

能秒点名的教室
有多聪明？

教师夫妻档 携手育桃李
本期家访，记者走进两对教师夫妻家中，听他们讲述教育路上一同追梦的故事

文/本报记者 张玉榕
实习生 金璨

图/本报记者 卢剑豪
开学季，老师们都在忙

着备课、处理学生工作……
这对“85后”夫妻档教师也不
例外，周四20时许，妻子杨珏
还在家里“加班”，坐在电脑前
为接下来的课程做准备，看到
记者到来，她才暂时放下手头
的事；丈夫周鸿坚则陪两个孩
子锻炼身体，女儿熟练地踩在
平衡板上，笑道：“爸爸是体育
老师，经常在家里督促我和弟
弟锻炼。”

说来也巧，周鸿坚和杨
珏虽然毕业于同所大学，但之
前他们并不认识，直到2010
年他们共同入职厦门市第十
一中学才结缘。

“刚入职时，对他的印象
就是能说会道，还挺会写的，
是个不一般的体育老师。”杨
珏的仰慕之情溢于言表。妻
子的话也勾起了周鸿坚的回
忆：“当时，学校前辈们经常照
顾我们这群新教师，周末还会
带着我们去爬山，途中大家会
分享工作心得，一来二去，我
也和她熟络起来，正所谓‘近
水楼台先得月’嘛！”

这两口子，还被大家称
为“坚决（珏）组合”，周鸿坚

“撒糖”说：“我们能够走在一
起，是有共同的追求和职业
认同，在职业生涯中我们都
不想过得太平庸。”

提起妻子的工作态度，
周鸿坚赞赏说，妻子当班主
任的时候，会早早起床准备，
7点出头就会来到班里。“你

可能想不到，我们结婚当天，
她还在忙工作。”周鸿坚笑着
分享道，那天，杨珏身穿婚
纱，坐在化妆间做造型，突然
接到消息——班级有名同学
与他人发生口角，起了争
执。当时年段长虽然已经在
处理，但妻子还是坚持给孩
子打了一通长达1个多小时
的电话，耐心开导学生，最后
学生哽咽说：“老师，我意识
到自己的问题了，而且我不
应该在您最重要的一天还来
麻烦您，祝您新婚快乐。”周
鸿坚说，恰恰是妻子这种敬
业的精神让他感动。

“鸿坚也有很多‘高光时
刻’！”杨珏也自豪地分享起
丈夫的经历。周鸿坚在担任
学校足球队教练时，教过一
名没接触过足球的小男孩，
没想到，这名学生后来成了
足球特长生，获得了足球国
家一级运动员证书，并凭借
这一特长考入了中南大学。
让周鸿坚欣慰的是，球队的
学生毕业后一直与自己保持
联系，取得成绩都会第一时
间回来报喜。

听着爸爸妈妈分享的暖
心故事，女儿周伊玚投来崇
拜的目光，“我长大后也想当
老师，当一名音乐老师，因为
爸妈是老师，我也特别喜欢
音乐。”杨珏与周鸿坚相视一
笑，当记者问到两位老师有
什么愿望时，夫妻二人都希
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能实现人
生理想，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这是一种从教的成就感，更
是对这份职业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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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镜人物 高攀，双十中学德育处副主任、高中
政治老师；妻子许老师，双十中学高中教师。

●地址 湖里区枋湖路
●心愿 平安、顺利、桃李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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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镜人物 丈夫周鸿坚，厦门市第十一中学办公室主
任，体育老师；妻子杨珏，厦门市第十一中学英语老师；女儿
周伊玚，小学三年级学生；儿子周禹旸，小学一年级学生。

●地址 思明区西堤南里
●心愿 希望孩子以后也能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关键词

陪伴

他们是一对“85后”夫妻，就读于同所大学，毕业后又在同所中学任教，13年来，他
们携手同行、教书育人；他是家族的第三代教师，生于川蜀，为了给高三学子加油打气，
自学献唱《爱拼才会赢》，而同为教师的妻子也用行动给予支持他……教师节即将来临，
本报记者对话两对教师夫妻，听他们讲述对学生的爱以及对教育事业的执着。

▲厦门工学院
智慧教室。

▲周鸿坚（右1）和妻子杨珏（右2）正在给本报记者张玉榕（左2）展示
女儿周伊玚及儿子周禹旸平时在家锻炼身体的过程。

▲本报记者杨霞瑜（左）正在听高攀（右）
和其妻子许老师介绍平时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