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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老梁来了！”“老梁早啊！”
在济宁市实验中学高二年级，每
当梁汉儒出现的时候，认识他的
学生经常会这样和他打招呼。有
时候碰上调皮的学生，他还会半
开玩笑、半认真的说：“你再调
皮，我头上的头发就更少啦！”说
着，还要有模有样的捋一捋头上
的头发。在学生们中间，他的口
头禅大家几乎都能脱口而出，

“岁月不仅带走了我的青春，还
带走了我几根头发”。

身为班主任，梁汉儒不仅仅
是学生们的大家长，更像是他们
的好朋友。他告诉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昨天晚自习第三
节课是我们班的每周班会，学生
们照例会走上讲台‘畅所欲言’，
对班级工作的意见、对老师们的
意见，或者对自己学习生活中的
烦恼，都可以提出来。”前25分钟
是班会的自由发言时间，梁汉儒
这时候都会像个听众一样，坐在

教室里用心聆听。“等想发言的
学生们都说完了，我再上去一一
给予反馈。”

在梁汉儒的班级里，“沟通”
是他十分看重的一件事。从教22
年，他经常说，“只有让学生感受
到老师的爱，老师才能得到学生
的信任。”所以虽然所教的科目
是物理，但学生眼中的梁汉儒却
仿佛“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因
为在闲暇时间，他总是在汲取方
方面面的知识，“老师涉猎的多
了，和学生的共同语言也就多
了。”梁汉儒说，上下班的路上他
最常打开的手机软件就是“喜马
拉雅”和“蜻蜓FM”，“工作忙，平
时确实没时间看书，所以就在上
下班的路上多‘听课’。”

政治、经济、哲学、历史……
几乎没有梁汉儒不听的，为了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时连郭德
纲的段子他都会引用到课堂上，

“物理是门博大精深的课程，有时
为了让学生们对这门课产生兴
趣，我也会研究物理的历史，为学

生们还原那些伟大的物理学家们
真实的一面，让他们知道一些经
典的物理学说是如何研究出来
的。”此外，他还经常领着学生们
诵读儒家经典，和他们围坐在一
起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梁汉儒说，之所以不把知识
仅仅局限于物理本身，是因为他
希望通过三年的高中教育，能够
为学生们培养出“后劲”，“要让
他们离开高中之后，还能继续迸
发出更强大的力量，无论是升入
大学还是未来走进社会，都能不
断进步。”为此，学生们眼中的梁
汉儒不单单是自己的老师，更像
是他们眼中的榜样。时至今日，
不少学生都知道当年梁汉儒晚
自习结束下班后，在火炬路铁路
桥交叉口，救助了一位被车撞伤
的老人。而他也已经连续献血十
余年，今年疫情期间得知血库库
存紧张后，他又第一时间跑去血
站献血，“我还报名参加了中华
骨髓库，一旦有病人和我配型成
功，我就可以去帮他们。”

如今，他的这些努力显然有
了成果。上个月底，梁汉儒前往
烟台参加山东省教育博览会时，
曾教过的学生主动来火车站接
他，师生几人在大海边一起回忆
高中时的趣事。而几乎每到一座
城市出差或者旅游，都有曾经的
学生主动联系，并且一定要来看
望他。还有他的学生，毕业后通

过不断努力，不仅考入了中国矿
业大学，甚至在29岁的时候成为
了这所名校最年轻的教授。每当
说起这些，梁汉儒的语气里是满
满的自豪，“我最欣慰的，就是看
到我的学生们越来越优秀，他们
在各自的岗位上都表现的很出
色。”

济宁市实验中学教师梁汉儒———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学生眼中的“老梁”很全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汪泷

在任城区李营街道栗乡村，
提起外来媳妇许求萍，村民们无
一不竖起大拇指。在大家眼中，
这个从兖州嫁过来的女人实在
太不容易了，从最初大嫂智力残
疾，她帮忙养育刚刚满月的侄
子；到大哥因意外去世，她又赡
养起婆婆和大嫂；再到后来婆婆
因脑出血瘫痪在床，她端屎端尿
从无怨言……

面对外界的称许，许求萍却
觉得不值一提，“我只要努力把
生活经营好，自己问心无愧，就
满足了。”

如今已是深秋，气温也降低
了不少。但如果走进栗乡村的西
北角时，时常能看到许求萍推着
婆婆在太阳地儿晒暖。来来往往
的邻里都会亲切的和她打招呼，
她也总是乐呵呵的回个话。偶尔
坐在轮椅上的婆婆“咿咿呀呀”的
发出声音，许求萍便立刻身子前

倾，把耳朵贴近婆婆后问上一句：
“娘，你要啥？”待婆婆再发出类似
的声音后，许求萍总能心领神会，
要么给婆婆递上水杯喝口水，要
么推着她回家休息。每每看到这
一幕，邻里们都会竖起大拇指说：

“只有她能听懂婆婆的话，也只有
她能领会婆婆的意思。”

跟着许求萍走进她家，不大
的院子收拾得干净整洁。进屋之
后客厅里最显眼的，莫过于几乎
贴满一整面墙的各式各样的奖
状。细问得知，这些奖状都是许
求萍侄子杨成迪的，而在现实生
活中，杨成迪却一直喊许求萍

“妈妈”。
“2005年初，我大嫂生下了

儿子杨成迪。”时光倒回到15年
前，由于大嫂智力有残疾，根本
没有能力拉扯孩子，当时刚刚小
产的许求萍看在眼里、疼在心
上，于是就把嗷嗷待哺的杨成迪
抱回了家，用自己的奶水喂养
他。“那会儿婆婆身体也算硬朗，

就在大哥家照看着大嫂，我在这
边拉扯闺女和侄子。”

谁曾想，2009年的一场意外
彻底改变了这个家庭的格局。许
求萍回忆说，那年7月的一天晚
上，骑摩托车出去遛弯的大哥在
村外的路口和一辆机动三轮车
撞在了一起，经过两天两夜的抢
救，大哥还是撒手人寰，留下了
生活不能自理的媳妇和才刚刚4
岁的儿子。

忙活完大哥的后事，许求萍
两口子商量之后，决定干脆把婆
婆和大嫂也接到了家里，“我们
一家六口在一起，日子也一样能
过好。”就这样，丈夫在外打工挣
钱，许求萍在家照顾老小，日子
也越来越安稳。可是好景不长，
婆婆2011年突发脑出血瘫痪在
床，而且眼睛几近失明，听力也
下降严重，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了。

面对这一切，天性乐观的许
求萍并没有自怨自艾，打从那天

起，8年来她夜夜守着婆婆一起
睡。而且睡前必须给她泡泡脚，
为的就是能让婆婆睡个好觉。白
天只要有空就推着她出去晒太
阳，还定时给她按摩。在许求萍
的悉心照料下，婆婆的左半边身
子有了明显好转。如今不仅自己
能用手端着杯子喝水吃东西，夜
里还能自己用床上的便盆方便

了。
让许求萍欣慰的是，侄子杨

成迪在学习上特别争气，从小学
开始几乎每学期都能带回奖状，
今年中考之后，也以不错的成绩
升上了高中。对此，许求萍总说：

“他是我拉扯大的，就是我亲生
的儿子，所以我会一直供他上
学，看着他长大成才。”

任城区李营街道栗乡村村民许求萍———

15年如一日，外来媳妇撑起这个多难的家

和学生们在一起是梁汉儒最快乐的事。

许求萍陪着婆婆一起看家里的影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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