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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于哲 通讯员 张瑞江
  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百年名校，许多名士大家曾求学
于此；这里是全市唯一重本过千的学校，出过多名省状元；
这里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中的学校”，校园绿化覆盖率超过
72％……这里就是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己任的潍
坊一中。近年来，潍坊一中坚持崇善、求真、尚美的价值追
求，致力于创办适合每一名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努力为
国家培养了一批批具有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全面发展又
特长明显的卓越人才，成为国内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
面旗帜。

  师资水平是学校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教育教学质
量提升的关键。潍坊一中现有一线教师420人，其中博士
学历教师2人，研究生学历教师180多人，60多人次获国家
级、省级荣誉称号，市级优秀教师、教学能手、市学科带头
人、跨世纪人才、拔尖人才等200余人，市区以上优质课获
奖380多人次。学校7名教师荣获潍坊市第一届学科领军
人才认定，9名教师入围潍坊市学科领军人物培养人选，均
是全市入选人数最多的学校。
  独行快，众行远。潍坊一中拥有市区最优秀的学生群
体，学习成绩优异，自律性强，善思善学，浓厚的学习氛围
让每一名学生自觉加入到认真学习、比学赶帮的队伍。学
校以“高严细实、追求极致、边际增益、赢在落实”为工作标
准，始终坚持精细化、精准化管理。老师对学生全程陪伴，

随时为学生答疑解惑。
  近年来，潍坊一中大力实施新高考改革，不断优化选
课走班分层分类教学育人模式，以尊重学生差异、尊重学
生选择为标准，开放20种选课走班组合模式，按照文理科
编制行政班，以五个行政班为一个单元，实现单元内就近
走班、个别走班，切实提升学生学习效益，保障学习质量。
同时，学校创设“21级进阶式”拔尖创新人才贯通培养模
式，调整优化潍阳书院管理架构，单独设立潍阳书院管理
部，垂直嵌入三个年级，助力年级的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系统研发和实施高初中衔接课程、竞赛课程、强基课
程，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课程支撑。
  2022年9月，潍坊一中未来实验校区正式启动办学。
新校区与潍坊一中本部完全一体化办学，实现招生一体，
师资共用，资源共享，机制联通。办学启动以来，校区管理
精细、教学精准，学生成长日新月异，家长满意度与日俱
增，向社会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据潍坊一中党委副书记袁霞介绍：“近年来，潍坊一中
高考成绩在全市领先，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成绩优异，在全
省名列前茅。2023年，学校招生计划共计1700人。潍坊一
中本部和未来实验两个校区计划合并录取，第一志愿录取
1463人，第二志愿录取162人，本部录取艺体特长生75人。
潍坊一中全体教职工将牢记立德树人初心使命，助力广大
学子成长成才。”

匠心育人 筑梦未来
——— 潍坊一中致力于创办适合每一名学生健康成长的教育

　　本报讯（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陈
怀禹 张益阁）5月9日中午，青岛平度的
宿先生将一面印有“危难关头显身手 人
民交警为人民”的锦旗和一封感谢信送到
昌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民警手中，感谢他
们将他21岁的儿子从交通事故中解救出
来，并及时送往医院抢救。“昌邑交警救
了我儿子的命，也救了我们整个家庭。”
宿先生激动地说。
　　“当时，车辆直接被甩到了路边，车
顶与引擎盖已被撞得不见踪影，满地狼
藉。”回忆起事故现场，昌邑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围子中队副中队长高伟铎仍记忆犹
新。5月2日凌晨1时36分，围子中队接到
昌邑市公安局交警大队指挥中心调度，在
昌邑市206国道319公里路段、昌邑汽车总
站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人员伤情不
明。得知情况，高伟铎与辅警夏朋超立即
赶赴现场，看着几乎报废的车辆，二人一
边喊着“快先救人”，一边快步上前。
　　经过查看，高伟铎发现驾驶员虽无明
显外伤，但气息已十分微弱，数次尝试叫
醒都无济于事，他与夏朋超立即展开救
援。庆幸的是，主驾驶车门能够打开一条
缝隙，车辆顶部完全断裂，只要能把车门
完全打开，就可以将驾驶员救出，但这对
手无寸铁的两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因为没有专业救援工具，只能徒手
上。”夏朋超说，他与高伟铎交替着将车
门使劲往外掰，好在伤者的身体并未被卡
住，通过两人5分钟的徒手“掰车”，成
功将伤者从车内救了出来。
　　将伤者第一时间送上救护车后，高伟
铎与夏朋超立即对散落在道路上的车辆碎
片进行清理，在勘查完现场后，急忙向昌
邑市人民医院疾驰。由于救援及时，伤者
并无生命危险，高伟铎与夏朋超一直悬着
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根据车辆信息，高伟铎查到驾驶员姓
宿，是青岛平度人。当时已是凌晨3时，
担心宿某的父母年事已高，便先联系了宿
某的姐姐告知原委。很快，宿某的家人连
夜从青岛平度赶到昌邑市人民医院，看着
躺在病床上的儿子，宿某的父母泪如
雨下。
　　5月9日，在宿某痊愈出院后，宿某的
家人专程从青岛平度赶到昌邑市公安局交
警大队。“纵有干言万语，也难以表达我
们全家对昌邑交警的感激之情。”宿某的
家人紧握着民警的手说。

忙着照顾五名老人，一路小跑

　　5月9日上午，记者走进该养老服务中心，见到了蔡兰
芬。她一头利落的盘发，走起路来健步如飞。见到记者的
到来，蔡兰芬微笑着和记者打起招呼。
　　不一会儿，到了蔡兰芬为卧床老人翻身的时间，记者
跟着蔡兰芬来到一间卧室。“张大娘，我来给您翻身了，如
果哪里不舒服就抓抓我的手，我再给您调整。”蔡兰芬轻声
呼唤着老人，翻完身再为老人掖好被子，动作熟练迅速。
蔡兰芬介绍，目前她照顾着五名老人，其中有三名因为身
体原因长期卧床不能自理，最多半个小时就得为这三名老
人翻一次身，以免长褥疮。
　　看到蔡兰芬为老伴翻身，前来探视的韩先生忍不住向
记者夸赞起来。韩先生告诉记者，老伴之前有脑出血病
史，去过很多疗养院，护理效果都不尽如人意。来到这里
后，蔡兰芬给予了悉心照料，他特别放心。
　　忙完这三名老人，蔡兰芬又一路小跑来到隔壁卧室。
“闺女，我的手指长了一个倒刺，给我剪剪吧。”98岁的高大
娘看到蔡兰芬，目光就没有从她身上离开过。蔡兰芬拿出
指甲刀，熟练地给她剪了起来。“这闺女就和俺亲闺女一
样，家里来送好吃的了，俺总想着给她留一份。”高大娘说。
　　听到老人的夸赞，蔡兰芬莞尔一笑，手里的活始终没
有停下。给老人梳梳头、擦擦脸，照顾老人就像呵护孩子
般小心翼翼，老人们的脸上也满是笑容。

老人的生活习惯她了如指掌

　　该养老服务中心接收的老人健康状况各不相同，蔡兰
芬会细致地观察老人的身体情况，向家属询问老人的生活
习惯，制订个性化的照顾计划。特别是饮食方面，蔡兰芬
总是格外细心。
　　上午11时许，到了老人用餐时间。记者看到，当天的
主食有馒头和米饭，菜肴有炒豆芽和鲅鱼。工作人员把午
餐运过来后，蔡兰芬麻利地先给高大娘打了一份饭。“高大
娘的肠胃不好，不能吃凉的，得先让她吃。徐大娘饭量小，
一条鱼和一小勺豆芽，再来个馒头就够了……”谈起老人
的饮食习惯，蔡兰芬了如指掌。

  蔡兰芬最牵挂的是
那三名长期卧床的老人。
因为她们不能自主进食，需
要将食物打碎了再喂给她们。
“这些老人年龄大了，容易蛋白质流
失，免疫力低下，少吃多餐、加强营养很重
要。”蔡兰芬说。
　　“我们不仅要照料好老人的生活，还要怀着同理心
走进她们的内心世界，了解她们的心理需求和期盼，让
她们感受到温暖。”蔡兰芬说，她很喜欢陪高大娘和徐
大娘聊天，听她们回忆年轻时候的故事。久而久之，老
人们越来越信任蔡兰芬。

把对母亲的思念寄托到老人身上

　　蔡兰芬曾在服装厂和超市工作多年，谈起为何成为
一名护理员，还要从她的母亲说起。2018年前，蔡兰芬
的母亲因为一场疾病需要家人24小时照顾，蔡兰芬辞去
了工作。当时因为没有护理经验，照顾起来很吃力。母
亲去世后，蔡兰芬郁郁寡欢，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一
次偶然的机会，家人建议她来这家养老服务中心工作试
试。蔡兰芬觉着不如把对母亲的思念寄托到这些老人身
上。于是，她成了一名护理员。
　　蔡兰芬走上护理员岗位后，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为
老人抠大便，她当场就呕吐出来。不仅如此，有些老人咬
人、打人也十分常见，蔡兰芬硬是咬牙坚持了下来。蔡兰
芬说，最难照顾的是失智老人，特别是晚上，为了老人的安
全，需要寸步不离地守护着他们。
　　照顾形形色色的老人，蔡兰芬有过委屈，也收获了
赞扬。蔡兰芬印象最深刻的，是照顾一位病危老人。
2021年9月份，住进来一名老人，他因车祸引发脑梗，做
过多次手术，仅病危通知就下了三次，生命进入倒计
时。蔡兰芬每天细心地为老人擦洗、换衣、拍背，在她
的精心照料下，老人又多活了五个多月。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蔡兰芬却用多年如
一日的实际行动，践行着孝老敬亲的传统美德。老人们
不是蔡兰芬的亲人，却胜似亲人，而蔡兰芬也希望自己
在孝老敬老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为老人撑起一片天。

一个“闺女”五个“妈”

昌邑交警徒手“掰车”

五分钟救出被困男子

　　在城区东风西街与向阳路交叉口附近一家养老服
务中心，有这样一位护理员，她把失去母亲的遗憾，转移
到照顾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身上，慢慢与她们产生
了母女般的亲情。而她的人生，也因多了五个“妈妈”的
疼爱充满了光彩，她就是50岁的蔡兰芬。

 ▲蔡兰芬（右一）
和老人们在一起。

□文/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郭超  图/潍坊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张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