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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得桃李满天下，心为大我育春禾。
明水村是移民村，孙青青总是号召老师们，对家庭困难的

孩子尽量多看一眼、多问一声、多帮一把。他的鼓励和帮助让
这些背井离乡的孩子感受到了有人爱、有人护、有人帮的温
暖。“在明水小学工作的这些年，他几乎跑遍了每个困难学生
的家，将了解的情况记录在册，用自己微薄的工资资助了30
多名学生，帮助他们圆了大学梦，如果要给他一个评价，我觉
得是大爱无疆！”巩丁魁告诉记者。

据记者了解，孙青青的默默坚守和耕耘，得到了上级部门
和广大师生的肯定，先后获得“高台县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
员”“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等荣誉20多项。

“我只是做了一个教师应该做的事，学校就像我的家，学
生就像我的孩子，看着他们成才，看着学校的一草一木，我很
欣慰。”孙青青告诉记者，他从不后悔投身于教育事业，也不后
悔扎根在乡村田野教书育人。

文/图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通讯员 段海 刘晓兰 记者 曹勇

1989年，张掖师范毕业的孙
青青，放弃分配到城镇中学的机
会，主动请缨到位于南华移民村
的明水小学任教，进校第二天就
被任命为校长。可面对“家徒四
壁”的学校，孙青青深知自己任
重道远。“当时就是戈壁滩上围
起四堵墙，建了四栋教室和一栋
宿舍，教室里只有几套旧桌凳，
校园里坑坑洼洼堆满了砂石。”
孙青青回忆道。

那一年，他带领 3 名代课教
师和96名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肩
挑背扛，平整了校园、开挖了花
坛，还在校园马路两侧挖了两条
水渠。“肩上磨起了老茧，手上满
是血泡，但看着原本荒芜的校园
变得绿树成荫、花香阵阵，心里充
满了希望。”那张花池前的旧合照
里，清瘦的孙青青笑得最灿烂。

那段日子里，老师们白天上
课、干活，晚上点灯备课。“没有
通电、没有床板，眼瞅着冬天来
了，取暖的火炉也没有。”这可愁
坏了孙青青。他绞尽脑汁，四处
奔波，和村干部一起跑教育、电
力、农委等部门单位反映情况，
两个月后电通了，从其他学校

“化缘”得来的旧火炉、旧课桌、
旧电棒、旧床板等，让明水小学
的师生们度过了三九天。他为
学生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家长
们看在眼里、感激在心里，纷纷
对这位初出茅庐的小伙投来了
赞许的目光。

各种困难还在接踵而至。“几
个代课教师嫌村上每月发的工资
太少，不想干了，正常教学工作没
办法完成。”孙青青向移民站、村委
会反映情况并征得同意后着手招
聘教师，确保了教学工作的正常开
展。可教师还是很紧缺，有些班级
只能设置复式班，一个教室里坐两
个年级的学生。“教师一听带复式
班，头都摇得拨浪鼓似的，怎么办
呢？只有我自己带头了。”每天不
是在备、教、辅、改的桌上，就是在
学校规划建设的路上。“实在太累
的时候也会问自己，这样做到底是
为了什么？但静下心来想想，我们
努力的目标不就是让孩子们多学

知识，改变命运，生活得更好吗，我
必须坚持下去。”孙青青笑着说。

有了这样的信念支撑，他工作
起来更加努力。1998 年，在学生
临近毕业时，他的左眼突患病毒性
角膜炎，同事们多次劝他住院治
疗，但他怕影响学生的复习进度，
一边治病，一边工作。功夫不负有
心人，在毕业考试时，他所带班级
学生的数学成绩由原来全学区中
间水平一跃名列前茅。而他却落
下了后遗症，左眼视力不到 0.06。

“孙校长这种为教育事业鞠躬尽
瘁、忘我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每
一位教师学习。”明水小学教师刘
天多说。

2000年，农村义务教育基本普及，国家政策越来越好，孙
青青积极争取项目资金，硬化了校园，新建教学用房260平方
米，还打了一眼机井，解决了十多年来学校无水的窘境。这样
一来校园也变得更美了，真正是春有花、夏有荫、秋有果、冬有
青。他与时俱进，意识到计算机在教学中的重要性，自筹资金
购置了15台微机，率先开起了计算机课程，并积极组织教师
开展新课改学习和计算机学习。“没有那么多的培训机会，我
就自己先学，学会了再带领教师学习。”孙青青说。在他的带
领下，明水小学多次被上级部门评为教育工作先进单位。

教学条件好了，孙青青也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在做好
教学工作的同时，不忘教学理论研究，把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
撰写成论文，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论文6篇。为了走好科
研兴教、科研兴校之路，他每学期都制定研究专题，在教学过
程中不断探索实践，总结经验。“每周星期三晚办公时间，孙校
长都组织我们开展专题研讨活动，教研工作有声有色。”教师
巩丁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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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青青为学生上课。

“习惯了当老师，总希望还能
为教学做些事。”何琳说，退休后，
他并没有完全离开教学工作，听
闻有银龄教师计划，丝毫没有犹
豫就立即报了名。

在此之前，何琳当了近30年
班主任、10年教导主任、8年学区
副校长和 7 年学区校长，并担任
和政县教科局督学。在 42 年的
教育工作中，他始终将“一切为了
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作为工作
信条，以“爱”作为与教师、学生相
处的桥梁，受到了广大师生和家
长的充分肯定。

教学生活“重启”，不同的是，
工作重心转移到督学岗位。在何
琳看来，作为“银龄教师”，不仅要

“输血”更要“造血”，给学校留下
一支“带不走、教得好”的教师队

伍，尤其是要督导年轻教师迅速
成长。

每到一所学校，他就带上笔
记本，旁听青年教师的课，将问题
记下来，课后再辅导青年教师
……“我是今年新入职的特岗教
师，担任一年级数学和三年级英
语。从班主任到教学工作，何督
学‘手把手’地教我，毫无保留，让
我很快地进入了新角色。”咀头小
学新入职教师何倩倩说。

在督导中发现青年教师对
书写、拼音还存在“困惑”，何琳
就利用教研活动给青年教师作
专题培训；发现学生英语发音不
标准，他就建议学校开设“英语
日”活动，在校园广播设置英语
节目，在学校营造浓厚的语言环
境和氛围，帮助学生正确“发

音”……只要发现问题，他都想
方设法解决，准确提出合理化的
意见和建议，积极为片区学校的
发展奔走疾呼。

每学期开学初，何琳都要对
学区教育教学工作提出具体要
求，开学后再对学区各学校开学
准备教师业务、青年教师培养等
工作进行详细的检查指导，并结
合学区（校）活动周历，制定切实
可行的《督学工作计划》，积极帮
助指导学校、教师谋求发展。

“我的工作重点是规范学校
发展计划、教师教案和学生作业，

到位不越位、督查及时办。”2020
年9月至2021年8月，在罗家集
学区担任责任督学期间，何琳帮
助学区及各学校规范了各种制
度，开展各种业务培训，促进教师
快速提升教育教学水平。

在任龙泉小学、西关小学和
城关学区责任督学期间，他分享
了自己宝贵的教育教学和管理经
验。“在马家堡学区当校长期间，
何督学积极推行教师工作过程性
考核评价、教师教学质量激励办
法，学区教学质量从全县中等水
平进入到全县前列。如今，我们

也把这套经验‘搬’到了学校，各
校面貌焕然一新。”几位校长不约
而同地反馈。

“何督学肯定我的优点、认可
我的进步，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
方法，认真而耐心地回答我的疑
问，并鼓励我实践设想、持续思
考。”作为新教师，和政县台子街
学校沈筱萱已轻松“站稳”讲台，
积极探索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应用
于教学中，在不断地运用和总结
中转变教育观念。

“作为一个有教育情怀、对教
育事业有着深厚感情的老教师，何
琳同志退休后，不忘教育初心，积极
参加‘银龄计划’，担任督学发挥余
热，积极为和政教育、学校的发展
建言献策。”和政县教科局有关负
责人说，和政县今年共有13位“银
龄教师”奔走在乡间学校，为提升
教育教学水平、促进城乡教育均衡
发展贡献着应有的力量。

“搞基础教育几十年，希望能
培养出更多人才，为家乡发展持
续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谈及未
来的打算，何琳一脸坚定：“只要
身体允许，学校有需要，我还会继
续干下去。”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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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台教师孙青青
扎根乡村34载 无怨无悔育桃李

“只要有需要，我还会继续干下去！”
“银龄教师”何琳为和政教育发挥余热

何琳为学生上课。省教育厅供图

扎根乡村教育34
个春秋，默默在三尺讲
台耕耘，将满腔热情、智
慧才华和青春奉献给移
民村小学，他就是高台
县南华镇明水小学教师
孙青青。

和政县城向西南，爬上一条蜿蜒曲折的乡间小路，大约11公
里，就来到了位于大弯山脚下的城关镇咀头小学。

绿树环绕，清爽宜人。对于这条路，和政县“银龄教师”何琳
再也熟悉不过，但他更庆幸自己一直坚定地走在教书育人这条路
上，一路播种，一路收获，一路快乐。

今年63岁的何琳是甘肃省和政县马家堡学区的一名退休教
师。从2020年起，连续3年参加“银龄讲学计划”，先后聘任为和
政县罗家集学区、龙泉小学、西关小学、城关学区的责任督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