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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求助电话响起
热血青年争当“翻译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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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网络、没智能手机
孩子上网课成了大问题

受疫情影响，学校的开学时间推迟
了，孩子们开始“停课不停学”的网上学
习。但这种方式对于经济条件不太好的
家庭，实施起来非常困难。

“班里其他孩子都没有问题，手机、
电视、电脑多种渠道总能解决问题，可
还有一个奇奇怎么办？”

金梨清口中的孩子奇奇（化名），妈
妈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去年爸爸又出
交通意外离开了孩子。他和爷爷两个人
相依为命，爷孙两人每月靠着1000多
元的失地保险过日子。

平时在学校，作为班主任的她总是
想方设法给予孩子帮助：抽空辅导功
课、买课外书，向学校申请贫困补贴，团
结家长的力量……

疫情期间，大家宅在家减少了不必
要的外出。班主任大多通过微信群向家
长了解孩子们的健康状况等信息，但奇
奇比较特殊，他的爷爷只有一部老年
机，每次需要打电话询问再记录。

更别说“停课不停学”启动后，这个
家里没有网络、没有电脑、甚至连智能
手机也没有，如何顺利地上网课成了很
大问题。孩子爷爷年逾七旬，老人每天
愁容满面，担心耽误了孩子学习，打算
买个智能手机，但上网费用高又是一个
问题。

本报讯（记者 徐徐 通讯员 任忆晓）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宁波国家高新区的教
育工作者除了摸排学生情况、上好网课的同
时，还成了一些岗位的“翻译官”。

一个临时求助电话

“我们急需一名驻高新区境外人士隔离
点的翻译人员，教育系统有合适的人选推荐
吗？”3月10日，高新区教育文体局接到了一
个急需翻译人员的请求。

接到电话后，高新区教育文体局立即对
区内现有年轻英语教师进行排摸，“顺藤摸
瓜”找到了贵驷小学80后陈宝松老师。“喂，
陈老师，现在需要一名驻高新区境外人士隔
离点的翻译人员，请问您有意愿吗？”

“组织需要我，我随时做好赴一线战斗的
准备。”电话那头陈宝松老师的回答简单而坚
定，第二天就到岗工作了。

无独有偶，第二天高新区教育文体局又
接到一个紧急通知：还需要一名境外疫情输
入防控驻杭州湾中转站高新区工作组的翻译
人员。于是，招募通知再次发布，仅仅三四个
小时，就有13名人员积极报名。

“我想报名，虽然我是一名数学老师，但
英语水平还不错。”“我们学校好几个老师想
报名，能不能再延长点时间给我们汇总？”大
家报名异常热情，最终高新区外国语学校小
学英语教师张鹏飞被选中。

一群年轻的“战士”

其实，这只是教育系统众多志愿者的一
个剪影。早在3月初，高新区的年轻英语教师
就自发成立了一个微信群，为高新区抗疫提
供力所能及的线上英语翻译和寻找联系其他
语种的人才。

自疫情发生以后，高新区教育系统的志
愿者们积极响应号召，按照就近就便原则，在
确保本职工作有序开展和做好自我防护的前
提下，主动下沉到街道社区一线，踊跃参加防
疫志愿服务。有的配合社区工作人员开展疫
情摸排、信息造册工作，有的协助物业公司做
好交通出入口防控测温、门岗值班工作，有的
自发加入防控疫情工作站，协助社区做好居
民劝导和出入登记工作，有的在力所能及范
围内接送部分职工上下班。此外，教育系统党
员干部、教师还积极动员开展爱心募捐，另有
捐赠口罩、手套、消毒水、酒精等防疫物资，用
实际行动践行初心和使命，为抗击疫情贡献
教育人的力量。

“虽然我们很年轻，但在防疫防控这件事
上，我们都会力争做到最好。17年前的非典，
我们还在校园里被保护，现在轮到我们来守
护了。”95后老师这样说。

陈宝松（左一）在高新区境外人士隔离点工作。

困难家庭孩子上网课成问题

送电脑、拷贝视频
老师每周上门“送课”

贴心

3 月 15 日下午，余姚市泗门镇中
心小学305班的班主任金梨清准时出
现在班上一个困难孩子家中。她把随
身带来的U盘小心翼翼地插入自己的
笔记本电脑，3G 左右的文件夹，下
周课程表上的网课视频全在里面。

“网课都是按日期分类的，仔细
对照哦。”“最近学习上有遇到什么问
题吗，一定要跟老师说，不要不好意
思！”金梨清一边操作一边跟孩子解
说。如是往复的事情，她已经坚持了
6周。面对老师的温暖关怀，孩子和
站在一旁的爷爷感动不已。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谢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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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出家里的笔记本电脑
每周拷贝网课视频送去

“如果等到开学后再给他补课，语数英
科那么多科目，孩子能接受得了吗？不解决
问题我寝食难安。”金梨清早在2月初的时
候，就四处想办法。

电视老旧没有机顶盒不能看，排除。手
机不能上网，即便能上，智能手机流量费对
一个老人家来说也太昂贵，排除。最好有一
台电脑，可班上的孩子都要上网课，一时半
刻家长们也没有多余的电脑。

“想来想去，家里有一台闲置的笔记本
电脑，是不是可以试一下？”金梨清赶忙翻找
出来擦干净后，联系学校网管，远程操作，开
机，卸载、重装……经过半天的努力，这台电
脑终于正常工作了。

她对照课程表提前将一周的网课视频
下载，放进一个文件夹，并按日期一一归类，
这样一来没有网络也可以一天天看了。

问题终于在开课前一天解决了，心中悬
着的大石头也放了下来。

送课已坚持了6周
老师感到非常值得

如是往复的事情，金梨清已坚持了6周。
上门“送课”就这样开始了。老师在做好个人
防护工作后，带上电脑和网课视频、相关学
习资料，每周日准时出现在孩子家门口。

爷爷会早早等候迎接，看得出为了孩子
的学习也心急不已，幸亏金梨清多次打电话
告诉爷爷一切都会解决，才宽了老人家的心。

“奇奇，来试试能不能打开这些网课视
频？”第一次，因为孩子不会用电脑，金梨清
一步一步教给奇奇使用方法，并多次演练，
直到弄明白了为止。

“可以点开了，谢谢老师，终于可以上课
了。”当学会的时候，孩子脸上露出了笑容。
站在一旁的爷爷，也是连连感谢。

上门“送课”时，金梨清会现场批改孩子
已完成的作业，孩子有不懂的地方及时指
导。有条件的情况下，备些口罩等防疫物资
一起送过去。

虽然增加了工作量，光是整理视频素材
就要花上大半天时间，但金梨清感到非常值
得。她说：“病毒无情人亦有情，相信在大家
的努力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乌云终会散
去，我们一起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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