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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他的暑期留守儿童培训班，关爱“幼”

的健康成长；他照顾同事母亲，让老人“老

有所养”；他揣着口袋书走街串巷拉家常，

用大白话说清政策形势……

作为我省唯一获得中宣部表彰的全

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杨泽田的确

称得上“基层”，他用最“接地气”的作风，

传递最基层的声音，用身边事教育身边

人，春风化雨般融入百姓生活。

汪韵 唐军 记者 沈娟娟 文/图

杨泽田，今年80岁，1995年从高压开关总厂退休后，主动担当起社区理论政策义务宣讲
员，利用小口袋、小驿站、小课堂等载体，走街串户，20年来义务宣讲近2000场（次）。

日前，中宣部表彰了12个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和12名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杨泽
田是我省唯一获得表彰的先进个人。

帮“妈妈”申请低保，给“妈妈”找一

个靠谱的养老院，给“妈妈”买米买油

……杨泽田的孝顺让很多人都称赞，但

这个“妈妈”其实是杨泽田同事袁武杰的

妈妈，因为同事的一句临终嘱托，他给

103岁的高彩霞当了8年的儿子。

原来，杨泽田和袁武杰都是合肥高

压开关厂的员工，退休后，袁武杰先后

患上脑梗塞、尿毒症等病，长期卧病在

床，生活完全靠每个月几百元退休金勉

强维系。

“你放心，你母亲就是我母亲，我会

好好照顾她的。”袁武杰去世时，将自己

90多岁的老母亲托付给了杨泽田，从那

之后，杨泽田就接过照顾老人生活的重

任，成为高彩霞的“儿子”。

虽然自己已80岁高龄，但只要高彩

霞有个头疼脑热，他仍旧端茶送饭，守护

在老人身边。

“我就是她的监护人。”杨泽田说，说

出去的话一定要兑现，何况是同事沉甸

甸的临终嘱托。

同事一句嘱托，他当了8年“儿子”

在合肥市包公街道包河社区的一间

教室里，每年暑假都会有一个规模不大

的“少年宫”，而杨泽田是这里唯一的一

名老师，将“生活的智慧”教给留守儿童

和流动“候鸟”。

“我主要是帮助孩子耕耘心灵，收获

人生。”在杨泽田的课堂上，经常用小故

事诠释大道理、大智慧，有计划地精心挑

选，设计“讲故事擂台赛”、“头脑小风暴”

讨论会等课程。

“生活区，勿喧闹，宠物犬，要管好。”

“空调水，要接好，浇花水，不淋脏。”这些

都是杨泽田自编的《新三字经》，读起来

朗朗上口，方便记忆的同时也让孩子们

受到启发。

杨泽田说，自己开办的这个“泽田心

灵驿站”包括青少年辅导中心、假期儿童辅

导班义务学堂等“小课堂”，精选《三字经》、

《弟子规》、《名人家训》等传统经典读物，结

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要求，按照

《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等形式和韵

律，创作、编辑教材。

如今，假期儿童辅导班已创办11年，

杨泽田共辅导小学生300多人，其中有

17名偏远地区的孩子和留守儿童已顺利

考上大学。

当“孩子王”帮留守儿童“耕耘心灵”

杨泽田自编的“口袋书”

杨泽田的宣讲手稿杨泽田在给留守儿童讲课

八旬老人自编“口袋书”献余热
合肥退休工人杨泽田20年开展义务宣讲近2000场（次）

退休老人闲暇时都爱走街串户，跟老

邻居们拉拉家常，杨泽田也不例外，不过，

跟别人不同的是，他串门的时候口袋里总

会揣着几本书。

“将书刊、简报以及理论政策结合社区

实情的打油诗、小作品等，整理编辑成口袋

书，和街坊邻里拉家常、聊心声。”杨泽田介

绍，不少人对理论政策记不住、难理解，融入

不了工作和生活，“这样能讲清大道理。”

别小瞧了这本口袋书，为了写好它，

杨泽田总是认真研读报纸，把重要的地方

作出标注或解释，先行吃透精神，理清脉

络，然后再把报纸剪下来，并制作成集，便

于学习和运用。

市场星报记者在杨泽田家里看到，书

柜、床边、案头放着大大小小的档案盒、资

料袋近百个，堆起来有几个人高，随手翻

开一张报纸，里面都画满了标记、圈线。

“遇到不懂的地方，我就去请教高校院

所的教授、专家。”杨泽田告诉市场星报记

者，20多年来，自己义务开展的宣讲大约近

2000场（次），将科学、抽象、难懂的理论政

策，转化为群众爱听、易接受的语言，构架起

理论与群众、政策与百姓之间的桥梁。

揣着“口袋书”跟群众拉家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