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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州医科大学 2019 届的毕业生
已经陆续离校，依依不舍的同学们在
校园的每个角落合影留念，不舍大学
时光。2019 届临床医学专业的一名
毕业生给校党委书记刘学政留下了
一封特殊的感谢信，倾述对学校和老
师的不舍情谊。

一封温暖校园的感谢信

“一日为师终生为师，书记如师
亦如父。您让我明白了何谓师者，何
谓教书育人。您像一盏明灯照亮我
的人生，指引我前行，在我最困难的
时候遇到您，我的人生都因此而改
变。今天我终于要毕业了。对您、对
学校，我只想说一句：谢谢您书记，谢
谢母校……”

通过锦州医科大学的公众平台，这
封写给校党委书记刘学政的感谢信，在
全校师生中流传，为毕业季伤感的别离
带来一份真挚师生情谊的感动。

这封特殊的感谢信，出自于2019
届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邢文金同学，
他说有很多话要对像父亲一样的刘
学政书记说，但像真正的父子一样，
一见面有的话又不好意思开口，因此
才想到了写一封信。这封信是他对
刘学政书记 5 年来无私帮助的感谢，
这封信也是刘学政书记一颗教育初
心的最好见证。同时令师生们感动
的还有刘学政书记与邢文金书信往
来中，书记写给邢文金的第一封信，
随信邮寄过去的六本书，书名首次

“曝光”后也被大家口口相传并列入
了暑期书单。

封封书信带他走出困境

刘学政书记与邢文金书信往来，
源于邢文金大学三年级遭遇到的困
境，因身体不适入院治疗后，按照医
生的诊断和建议，他不得不休学回到
了远在云南的家。

“当时特别的惊恐和无助。”邢文
金回忆说，自己能走出困境离不开学
校的老师和同学。来自云南一个偏
僻山村的邢文金自幼家境贫寒，父母
双亲又先后因病和意外去世。2012
年，要强的邢文金如愿考入了锦州医
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没想到大学三
年级时自己又生了病。为了帮助邢
文金渡过难关，学校“一帮一”基金承
担了他治疗期间的全部医疗费用，辅
导员老师和同学们也是日夜陪伴，在
邢文金情绪稳定后送他回家休养。

回到家的邢文金也一度陷入迷
茫，担心病好不了，担心学业就此搁
浅。直到回乡不久后的一个夜晚，他
收到了一个特殊的“礼物”——东北
寄来的挂号信和包裹。这个跨越千
里的包裹里是一封信、一笔钱和几本
书。拆开信件的邢文金惊讶地发现，
信是由时任学校校长的刘学政写
的。在信中他亲切地询问了邢文金
的近况，鼓励他要勇敢地面对疾病，
克服困难。

“信中给我提了四点建议，要忌
急、忌闭、忌独、忌敏。他鼓励我说

‘阳光总在风雨后，只要你能够客观
地理解人生，正确地看待困难，合理
地调整自我，对未来不忧，对困难不
惧，以豁达、平和、开放的心态，坦然
面对生活中所经历的一切，就没有什
么坎儿迈不过去，也没有什么挫折能
真正击垮你，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
你。’”邢文金说，信读完时夜已深，感
觉到阵阵暖意涌上心头的他连夜就
回了封长信。

三次见面见证他的成长

连夜回信的邢文金不久又收到
了学校的回信，就这样在休学期间，
虽然邢文金从来没有跟刘学政书记
见过面，但是彼此间的感情却越来越
深厚。邢文金说，刘书记的一字一句
让他感到了久违的父爱，一遍遍阅读
刘书记寄来的书也让他充满了战胜
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来自母校的关怀，让邢文金的情
况很快好转。结束休学后，再次回到
校园的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见刘
学政书记。“第一次见面，他笑着在门

口迎接我，跟我说希望我今后人生无
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不放弃、不抛
弃，永远有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
度。”邢文金说第一次见面时，他特意
送了一盆绿植给刘书记，这盆绿植被
精心呵护着，至今仍摆在刘学政书记
的案头。

刘学政书记亲手送给邢文金三
本自己编写的医学教材仿佛也在无
声地提醒着他：努力学好专业，自信
面对新生活。转眼一年过去了，邢文
金要开始实习，临行前，他希望将自
己的改变告诉刘学政书记，请他放
心。这一次见面，邢文金向刘学政书
记请教了临床实习阶段的学习方
法。“从实习期间应该注意的问题、如
何处理医患关系到按照天气增减衣
服等日常小事，刘书记像父亲一样叮
嘱我很多。”邢文金说当时泪水忍不
住在眼眶里打转。

2019 年 7 月，圆满结束实习的邢
文金回到了熟悉的校园，他迫不及待
地再次找到刘学政书记，双手递上了
一封长长的感谢信。刘学政书记也
不舍地叮嘱邢文金：“文金就要走了，

不过不要紧，孩子长大总是要飞的，
你们就像是风筝，飞得越高，我们越
高兴。人生的道路还很长，长的每一
步都要用心去走；未来的道路也很
短，短到每一步都要倍加珍惜……”

邢文金说5年在锦州医科大学的
学习生活一幕幕闪现在眼前，他对母
校、刘书记和对老师同学们充满依恋
与不舍。他记得书记说的每一句叮
嘱，他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好医生，
回报社会，回报母校，将来一定会有
一个更好的自己，他会再与恩师刘学
政书记相见。

“希望每个孩子都不掉队”

假期仍在外地出差的刘学政书
记在电话中说，他就是当自己孩子一
样对待邢文金，锦州医科大学不能让
任何一个孩子掉队，既要保证学习不
掉队，也要保证思想不掉队。知识是
可以终身学习的，然而立德树人、培
养人才更是学校办学的主要目的。

“我们的老师都是用爱心去关怀每一
个学生，做学生学习路上的老师，生
活路上的伙伴。”

截至2019年7月，学校设立的“一
帮一”基金，提倡“每人每月一元钱”，
自 2013 年起共募集捐款 1257660.78
元，资助身患重大疾病和遭受意外伤
害的学生66人次。像邢文金一样，每
一个受到帮助的同学都没有辜负期
待，努力学好专业知识，用成绩的提升
和自信的笑容，回报来自老师和同学
们的关爱，拥抱每一天的阳光。

目前，各党支部与班级结对子，
党员与学生党员结对子，教职医护员
工与学生结对子，在锦州医科大学校
园逐渐形成了全员、全过程、全方位
的育人格局，给予很多学生关爱，帮
助他们战胜学习生活等困难，保证每
一个孩子都不掉队。

李岩 王聪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
端驻锦州特约记者 张墨寒

毕业生离校前 一封感谢信温暖校园

沈阳的赵女士这几天很困惑，她
不知道该怎么对待女儿要求使用手
机这件事，原本一直以来她强硬禁止
女儿使用手机，甚至将女儿借来的一
部手机也没收了，结果女儿用离家出
走一天一宿与其对抗。

由手机引起的学生与家长，学生
与老师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甚至江
西某中学还发生过学生因为被老师
没收手机而一怒将老师杀害的悲剧。

“到底该不该限制孩子使用手
机？”昨天，围绕赵女士这个问题，采
访的几组家庭以及教育专家发表了
各自的看法。

手机被没收 13岁女生出走
7 月 20 日，一则寻人启事刷爆了

朋友圈：沈阳急寻，13 岁少女离家出
走……除了朋友圈，沈阳各大新媒体
网站也都在刊发这则寻人启事，包括
辽宁爱心团队也加入寻找队伍。直
到7月21日，女孩才被找到，此时记者
才从女孩妈妈赵女士口中得知原委。

“她一直想用手机，我一直明令
禁止她使用。”赵女士觉得自己的做
法没错，她认为女儿上初中学习任务
重，使用手机会影响学习，尤其不知
道她拿着手机会干什么，可能会与男
同学聊天，可能会看一些直播网站，
就是刷朋友圈也是浪费学习时间。

一直以来母女俩因为手机问题
造成了嫌隙，7 月 20 日这天终于爆发
了，这天赵女士发现女儿在偷偷使用
手机上网，经过询问，是她从同学那
儿借来的。母女大吵了一架之后，赵

女士一气之下将手机没收，她的女儿
也一气之下离家出走。

后来，经过众人努力女儿被找了
回来，但是她认为自己没错：“同学们

都有手机，我们班级还有微信群，我
需要手机与同学交流、联系，我也需
要手机上网学习，妈妈禁止我使用手
机是不信任我。”

手机被妈妈没收 13岁女生离家出走引争论

妈妈：怕耽误学习 彻底禁止使用手机
孩子：凭什么我们就会被手机带坏？

受访家庭一 受访人：家长 王晓梅 高二学生 小冬

王晓梅：我支持赵女士的做法，学
生上学就不该使用手机，必须坚决杜
绝。本来初高中学习节奏就比较快，
学习任务比较重，很少有多余的时间
做别的事情。以前我允许孩子带手机
去学校，结果心态就不一样了，上课着
急下课，课间见缝插针玩玩手机，甚至
玩游戏、刷微博、刷抖音、刷社交平
台。这样上课时状态还没有调整过
来，影响到的就是一整天的效率。高

中时期时间紧，要么用来休息补充精
力，要么就认真学习增强实力，允许孩
子玩手机就是在坑孩子。

小冬：他们大人沉迷手机都不能
自拔，凭什么就要管着我们？凭什么
我们就会被手机带坏？刷手机确实挺
占用时间的，尤其是玩游戏打通关更
耽误学习，玩一款游戏总是惦记下一
关有什么，但是我还是不喜欢被妈妈
强硬禁止使用手机，不喜欢被她管制。

爸爸：我监督孩子合理范围内使用手机
孩子：没人管着我玩游戏时间会变长

受访家庭二 受访人：小学四年级学生 琪琪 爸爸 王志刚

王志刚：我们家允许孩子使用手
机。现在连小学二三年级孩子会玩手
机，同学们都有自己的微信，老师也在
微信群里发作业，完全禁止孩子使用
手机不现实也不科学，这会导致孩子
与同学之间脱轨，甚至没有共同语
言。我的做法是监督孩子合理使用手
机。我满足孩子拥有自己手机的要
求，允许他有自己的微信和 QQ 用来

与同学、老师、父母进行交流使用,但是
不允许他随便下载其他社交软件。手
机使用时间也有规定，上学期间不许
携带，回家允许学习期间使用，学习结
束后，有自由支配的半个小时时间。
手机内游戏允许下载一种，但玩游戏
有时间限制，不是随便玩。

琪琪：我在二年级时就有自己的
手机和微信了，因为我有自己的朋

友，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小圈子，跟大
人之间的好友群是一样的。我也玩
游戏“我的世界”，说实话，如果爸爸
不管制我，我玩游戏的时间会失去控

制，因为我太喜欢这款游戏了，但是
爸爸管着我，我遵守我们事先的约
定。除非我学习或者练琴做得好时，
我才额外要求奖励多玩一会儿。

妈妈：要信任孩子给她成长的机会
孩子：妈妈越不让用手机我越好奇

受访家庭三 受访人：初一学生 匆匆 妈妈 戴晓芬

戴晓芬：以前我也总因为这个问
题纠结，我虽然也允许孩子用手机
了，但是总是偷偷摸摸查看孩子都用
手机干什么了？甚至还潜进她的同
学群看看有没有男同学与她过于亲
密。但是最后我发现我错了，因为对
孩子我们没有给与信任，那么也就无
法要求她信任我。所以对于手机家
长不要如临大敌，手机本身不是敌

人，重点在家长怎么与孩子沟通手机
使用方式，要充分信任自己的孩子。

匆匆：一开始妈妈不让我用手
机，越不让用我越好奇，越想用，越想
跟她较劲，我总觉得妈妈的担心都是
多余的，都是对我的不认可，不信任，
所以我希望家长能够对孩子放手，即
使使用手机有危害，也应该让我们有
一个过程自己去发现和领悟。

专家观点
沈阳市教育专家 于永昌 重在管理而不是堵死

手机已经是当今社会必不可少
的社交工具和学习工具，对于学生使
用来说也是宜疏不宜堵，家长采取强
硬措施，一刀切彻底禁止做法不科
学，家长正确的方法重在帮助孩子养
成合理使用手机的习惯，防止孩子滥
用手机，粗暴的断网，强硬没收、关机
做法都只会起反作用。

正确做法是双方一起达成一个
协议，充分听取孩子的意见，共同协
商使用手机的时间，使用权限和使用

范围，引导孩子合理使用。家长要做
的是监督管理，孩子的好习惯都不是
一时之间养成的，这时就需要家长的
帮助来养成。家长对孩子最初使用
手机可以陪伴指导，包括陪孩子上
网、控制使用时间，同时告诉孩子哪
些信息不适合浏览，从而培养孩子健
康上网、使用智能手机的习惯。要充
分尊重孩子的想法和意见，不断沟通
改进约定。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刘冬梅

刘学政书记写给他的第一封信，
邢文金一直珍藏着。 受访者供图刘学政书记与邢文金同学在一起。 校方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