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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岁的王广贵和36岁的曾琴琴，是母女，也是同行——
都是乡村教师。

1980年，19岁的王广贵如愿成为云阳县桑坪镇兴梨村小
一名代课老师，从此扎根三尺讲台，直至2017年退休。

曾琴琴是王广贵的二女儿，如今在云阳县云阳镇东风小学
教书。

作为乡村教师，她们一个教龄长达37年，一个教龄10
年。平日里母女之间的话题，除了柴米油盐、家长里短，就是学
校、学生和教师了。

8月31日上午，云阳县双江街道桂湾社区，王广贵在家中
接到曾琴琴给她打来的视频电话。

嘘寒问暖几句之后，曾琴琴忍不住问了一句憋在心里很久
的话：“妈妈，这么多年来你一直守在兴梨村小，你真的从来没
有动摇过？从来没有一丝要离开的念头吗？”

“怎会有这样的念头？当一名乡村教师是我从小的梦想，
太喜欢了。”王广贵答道。

王广贵是云阳县桑坪镇兴梨村人，在她小时候，姨娘在兴
梨村小教书，让她十分仰慕。上中学后，每次放学回家去打猪
草，她还会刻意绕道到姨娘那里，以“送猪草”为名去坐坐。

姨娘很明白王广贵的“小心思”——她想看看自己是怎么
当老师的。

“一待就是很久，那真是不想走，搞到天黑了才回去。”王广
贵笑着说，在姨娘的影响下，“一定要当老师”的梦想，早早地在
她心里生了根。

“这个梦想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哟。”曾琴琴说，“小时候，你
一回家就给我们‘上课’，说当老师好，让我和姐姐长大后教
书。”初中毕业后，曾琴琴选择到万州师范读幼师。不过，毕业
后当过“逃兵”，动摇过。

原来，幼师毕业后一年多，曾琴琴结婚了，并生了小孩。于
是，她在附近的医院找了份工作，一干就是3年半。

或许还是源于内心的热爱，在母亲的鼓励下，曾琴琴在
2013年考取了教师资格证并通过了公招考试，正式成为云阳
县桑坪镇桑坪小学的一名乡村教师。

“可是，你就真的没想过离开吗？”曾琴琴执着追问。
曾琴琴之所以心里有这个疑问，是因为以前的兴梨村小不

仅条件很苦，还是妈妈的“伤心地”——1992年2月23日，同为
兴梨村小老师的爸爸，因车祸不幸去世。那时，妈妈肚子里还
怀着弟弟，不久即将临盆。

让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王广贵生下孩子后还未满月，便
又站在了兴梨村小的三尺讲台上。

“实话说，那段时间的确很难，但我就是喜欢教书，孩子们
天真的眼神让我找到了人生的意义。”王广贵说。

正是怀揣着这样的初心，在37年的乡村教师生涯里，王广
贵育人无数，桃李芬芳。而她也获得了“重庆市优秀教师”“重
庆市最美乡村教师”“重庆好人”等诸多荣誉称号。

王广贵对初心的坚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曾琴琴。
刚到桑坪小学时，曾琴琴就遇到了一道坎儿——缺乏教书

经验。
那时，只要有空余时间，她就跟自己“死磕”，遇到不懂的专

业知识，就扭着其他老师不放，一点一点请教。不论中午还是
下午放学后，她常常留在教室里，用她的话说就是，“教学生，也
教自己”。

“既然选择了成为一名老师，就要对得起这份职业。”这股
不服输的劲，让曾琴琴很快成长起来，从桑坪小学到东风小学，
她在片区教学质量考核中多次获评“优秀学科教师”，如今还成
为一名县人大代表，积极为乡村教育建言献策。

“无论做什么，在什么位置，都要遵从自己内心，不要忘记
初心！”王广贵在电话那头对曾琴琴说。

“不光是我，因为有妈妈在前面引路，我们三姊妹都成了老
师。”曾琴琴告诉记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都越来越深刻
感受到妈妈所说‘初心’的含义了！”

市委教育工委书记、市教委主任刘宴兵介绍，
近年来，我市不断加大对乡村教师队伍建设的倾
斜和支持力度。

一是继续实施“特岗计划”“三区人才支教计
划”等，补充特岗教师、培养全科教师，为乡村教育
不断注入新势能。

二是职称评审向乡村教师倾斜，对乡镇普通
学校及村校（教学点）教师不设评审通过率，且目
前正在制定乡村教师职称“定向评价、定向使用”
办法，切实解决乡村教师职称晋升难题。

三是优化岗位设置，推动区县域内乡村学校
专业技术中、高级岗位结构比例不低于同学段同

类型城镇学校。
四是工资待遇向乡村学校教师倾斜。落实教

师乡镇工作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对新录（聘）
用到乡村学校的高校毕业生高定薪级工资等政
策。8.5万名乡村教师平均享受380元/月的乡村
教师岗位生活补助。 （记者 张亦筑）

如何让乡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

□本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白秀颖

截至2022年底，重庆乡村中小学数量接近1300所，乡村中小学
专任教师超过33400人。这群乡村教师，有的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三
尺讲台，直到光荣退休；有的刚走进校园不久，面对台下好奇的目光偶
尔还有点羞涩；有的经过多年历练，已成为教学中坚力量。

在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回访了10年前采访的部分乡村

学校和乡村教师，并邀请他们就乡村教育展开对话。
无论老与新、走与留、变与守，令人动容的是，他们对乡村教育的

初心、传承、坚守。在他们朴实的言语里，在他们平常的故事中，饱含
着对乡村教育的爱、对梦想的追求——让乡村娃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心中有远方。

“‘老革命’，我回来看你了！”9月1日中午，徐开萍回到綦江
区石壕中学，一眼就看到了正埋着头在吃午饭的卢伟，隔着几十
米远就喊了一声。身为跆拳道老师，她这一声吼中气十足，也极
具辨识度。卢伟不抬头就晓得，是“徐开开”来了。

2012年至2015年，徐开萍也曾是石壕中学的一名教师，和
卢伟共事了3年时间，关系很铁。

为了给她的跆拳道队队员提供更好的训练条件，2015年，
徐开萍考调到綦江实验中学任教。虽说不在同一所学校了，但
两人经常联系。

对于近年来乡村教育的发展，不论是考调到城区学校的徐
开萍，还是扎根乡村学校23年的卢伟，都有深切感受，更有自己
的思考。这次见面，两人也展开了一场关于乡村教育的讨论。

“这些年，乡村学校的变化真是很大！以石壕中学为例，新
校区的硬件杠杠的！”徐开萍感叹。

“的确是哟，我们石壕中学搞信息化建设，不仅配备了多媒
体设备，还用上了智能班级管理系统，可以对每个学生进行量化
评估，制作学生成长电子档案，对学生进行数字化、精准化管
理。这条件，我觉得在全区都是数一数二的。”卢伟自豪地说。

乡村教育要发展，不仅要硬件，还要软件——最核心的，是
教师。其实，不论是走还是留，徐开萍和卢伟都在为乡村教育付
出自己的努力。

“我现在还是经常往乡村跑，去选跆拳道的苗子。”在徐开萍
看来，当地乡村娃常年在海拔高的山里跑，心肺功能普遍比较好。

更重要的是，她想给乡村娃另辟一条出路——他们中一些
人家境不好，文化成绩不突出，也许跆拳道能成为他们的一技之
长，让他们闯出一片天地。

这种想法和卢伟不谋而合。原本就是石壕镇人的卢伟，一
直坚守在石壕中学。他想做一些改善乡村教育的事情，对自己
理想中的乡村教育模式进行探索和实践——

“乡村教育有乡村教育的使命，并不是要一味追随城市学校
的发展脚步，而应该有自己的‘个性’。”在卢伟看来，乡村教育的
使命不仅仅是培养狭义上的“社会精英”，而应该在更大程度上
真正回归教育本质——培养新时代的合格公民。

他说：“也许乡村学校学生最后能进北大、清华的要少些，但
对国家、社会来说，我可以培养出许许多多合格的建设者、接班人；
对个人来说，我可以培养一个个幸福的人、懂得健康生活的人。”

卢伟的这番话，引起了徐开萍的强烈共鸣。她迫不及待地
表示赞同：“我教的每一届学生，我都会对他们说，你或许无法从
事自己心仪的工作、无法拥有很高的收入，但是一定要成为自
立自强、品行端正的人。”

临走时，徐开萍意犹未尽地和卢伟约定，改天再约上几个老
同事叙旧，还像当年共事时一样，“连坐下来吃饭时都在谈教学
生的事情”。

“为啥大家喊卢伟‘老革命’？是因为他和很多乡村教师一
样，一直坚守、乐于坚守在乡村教育这个阵地上。”回城区的路
上，徐开萍向记者透露了这个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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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9月1日到今年9月1日，正式退休一年后，曾
庆波回到了学校。旧地重游，这里的一切都让他倍感亲
切。

“欢迎曾老师回来看看！”“曾老师，好久不见了！”……9
月1日上午8点半，在奉节县康乐镇黄村小学，曾庆波出现
在学校操场上，昔日的同事们纷纷上前打招呼。

听说曾庆波来了，27岁的陈红霞从教师办公室里飞奔
出来。

陈红霞到黄村小学教书4年了，刚来时，就和曾庆波搭
班，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对于她来说，曾庆波不仅是
同事，还是“老师”，两人有师徒之情。

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曾庆波其实是“半路出家”。1979
年高中毕业，曾庆波没能考上奉师，有点泄气。但在务农之
余，他还会经常看书，特别是找一些医学书籍来看。

1984年，奉节县黄村乡阳北村小（现已撤乡撤校）的老
校舍垮塌，公办教师走了，在村上务农的曾庆波，毅然当起
了一名代课老师。

为了把书教好，曾庆波在上好课的同时自学心理学，逐
步总结出适合山里娃的“五步教学法”，让学生喜欢上课、愿
意读书。从阳北村小到朝阳村希望小学，再到黄村小学，这
一干就是38年。

2019年，重庆师范大学毕业的陈红霞来到黄村小学，担
任二年级班主任。

虽然专业知识过硬，但教学和学生管理经验不足，为
此，她经常向曾庆波请教：“曾老师，我一直觉得你善于跟学
生沟通，管理学生很有一套，以后还要你多指点呢。”

“会不会沟通只是技巧问题，最重要的是对学生要心中
有爱。”曾庆波回答。

陈红霞清楚地记得，第一学期末给学生评奖评优，当时
就考虑以期末考试成绩来评定。不过，班里有个学生平时
一直很优秀，唯独那次期末考试发挥失常考差了。

曾庆波得知这一情况后，主动给她提建议，认为不应当
仅仅以期末考试成绩论高低，而要注意安抚学生的情绪，保
护好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兴趣。

“曾老师对每个学生倾注了真心和心血，无私奉献、
无怨无悔，值得我们学习！”在陈红霞眼里，曾庆波对待
每件事情都很认真，从不懈怠、从不“躺平”，而且善于
学习。

黄村小学前些年开始信息化建设，对于像曾庆波一样
年纪较大的老师来说，计算机技能成了“拦路虎”。不过，曾
庆波并不服输。他一边自学，一边向陈红霞这样的年轻老
师请教，努力提升自己的技能。

“一个好老师，要不断提升自己，要对每个学生负责。
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只要你努力，就会有收获。”
曾庆波说。

“曾老师对学生那份关心、耐心和用心，值得我们学
习。”陈红霞感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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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乡村教师对话，说关爱学生谈责任担当——

让娃娃眼里有光脚下有路心中有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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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广贵：无论做什么、在什么位置，都要遵从内心，不要忘记
初心

曾琴琴：因为有妈妈在前面引路，我们三姊妹如今都成了人
民教师

曾庆波：静下心来教书，潜下心来育人。努力了，就会有
收获

陈红霞：“沟通只是技巧问题，重要的是对学生要心中有
爱”，这句话我至今不忘

徐开萍：我对每个学生说，要成为自立自强、品行端正
的人

卢伟：我的学生中进北大、清华的也许不会太多，但我
可以培养许许多多合格的公民

徐开萍徐开萍
记者记者 谢智强谢智强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卢伟卢伟（（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王广贵王广贵 曾琴琴曾琴琴 曾庆波曾庆波 陈红霞陈红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