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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落后的故乡，她投身教育向偏远山村逆行

“我想变成光，把三百名娃娃都照亮”
出生于菏泽农村的马立翠向往过大城市的美好生活，也梦想过有一天能扎根都市。但

是，她心底始终忘不了那个落后的故乡，深知“教育改变命运”对农村孩子的分量有多重。
一边是梦想中城里的繁华生活，一边是条件艰苦的农村教学工作，她想都没想就

选择了后者，“如果我们都不回到生养自己的故土，农村娃娃的希望又该寄托在谁的
身上呢？”

如今的西张庄小学从外观到内在都有了极大的改变。

马立翠和西张庄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学校位置偏僻
连导航都搜不出来

在郓城县黄集镇西南边角，
历经一路弯弯绕绕，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来到了全县最偏远、
连手机导航都搜不出来的西张庄
小学。马立翠就是这所学校的校
长。

马立翠毕业于山东艺术学
院美术教育专业，在担任西张庄
小学校长之前，她是黄集镇中心
小学高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
任。

成为校长是在2019年9月
份。作为当时全县最年轻的女校
长，刚被调来西张庄小学的马立
翠两眼一抹黑：这是全镇最偏僻
的一所学校，除了崎岖难行的泥
土路之外，生源和师资同样令人
忧心。

“因为不通公交，年轻老师不
愿来，全校三百多个学生仅有17
位教师，其中6位还是从隔壁村招
来的代课老师。”回忆起初来乍到
的景象，平时总是笑眼弯弯的马
立翠不由得皱了下眉头，“学校里
留守儿童居多，成绩在全镇排名
倒数第二。”

对马立翠来说，最难的还是
师资问题。

有一年，年轻教师小文（化
名）考来黄集镇，又恰好被分配到
了西张庄小学。得知要来新老师，
马立翠兴冲冲赶去，想开车把老
师接回学校，但接下来的事情让
她很受打击。

“我和小文早就认识了。见面
之后，小文一脸严肃地说：不是不
喜欢你，但实际条件在这放着，我
真不能去。”马立翠回忆，当时小
文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

小文接下来的话，让马立翠
心里一酸：“学校这么偏僻，我怎
么过去？一是不会开车，二是即便
坐公交过去，下车离学校还有十
里地。这十里地怎么办，不能天天
让你接我吧？”

“我给你提供宿舍，让你住校
行不行？”马立翠试图留住小文。

“我没办法住校，家里还有老
人和孩子，必须天天回去。”小文
哭着说。

小文面临的现实情况没办法
解决，最终，她留在了黄集镇中心
学校。而马立翠则一个人回到了
西张庄小学，回来的路上，她心里
头五味杂陈。

因为地方偏远，新分配的老
师不愿来，来了的老师留不住。

“一位老师在这教了一年，就
被调去镇中心小学了，她说镇上
离家更近些……”马立翠不是不
理解老师们的苦，但农村娃真的
需要年轻老师，究竟怎样才能留
住他们呢？

为了留住年轻教师
校长变身成“保姆”

为留住教师，西张庄小学校
长马立翠化身“保姆”，她想通过
自己的热情和真诚，力所能及解
决老师们生活上的难题。

教师冬梅（化名）在学校里任
教，同时还拉扯着一个年幼的孩
子，因为条件太过艰苦，她也动过
要走的念头。

“刚过来的时候，全校只有一
个自来水管，冬梅做饭、洗漱非常
不方便。”发现这个情况，刚调来
西张庄小学的马立翠连忙又在楼
上、厨房分别通了水管，基本解决

了老师们的用水难题。感受到马
立翠的真诚，冬梅也不提调走的
事情了。

2019年马立翠刚到学校的时
候，西张庄小学门口还没有超市，
在校住宿的老师只能随身携带一
周食材。冬天还好，夏天蔬菜很容
易烂掉。马立翠看在眼里，第二天
就把家里的冰箱搬来学校了。

“我尽最大可能解决老师生
活上的困难，是想让他们待在这
里生活得舒服一些，感受到更多
温暖。”实际上，来西张庄小学担
任校长的同一年，马立翠就怀上
了二宝，面临着妊娠反应和新的
人际关系，从没有过管理经验的
她压力达到了顶峰。可即便如此，
她坚持到生产才休产假。

刚出生的孩子最需要妈妈的
安抚，可很多时候，马立翠的宝宝
是在哭累了哭不动的时候昏昏睡
去。忙完一天的工作，等她狂奔回
家的时候，孩子已经蜷缩在某个
角落里睡着了。就连感冒发烧，她
也是看着孩子扎上针后抹泪离
去。

产假结束，为了不耽误工作，
马立翠直接把奶断掉，再次回到
了她牵挂着的西张庄小学。落后
的师资、倒数的成绩，让马立翠一
刻也不敢闲下来。

和留守孩子们在一起
帮他们摘下天上的星星

对很多从农村走出去的年轻
人来说，走出家乡意味着远离贫
困，意味着机会和更好的生活。但
对乡村教师马立翠来说，她更愿
意留在农村，和留守的孩子们在
一起。

留下来意味着直面现实，首
先要面对的就是老师们的“得过
且过”。新官上任，马立翠感受到
老师们似“一潭死水”，精神面貌
不饱满。就拿演讲比赛来说，几乎
没人愿意参加。

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马立
翠不断带着老师们开会，保证老
师们外出学习的机会，把学到的
新方法带回课堂上来。经历了很
长一段时间，老师们身上发生了
一些微妙的变化：

去年县教体局举办了课本剧
活动，没想到老师都挺踊跃的，最
终评选出来的两个节目都推选到
了镇上。在接近二十个节目中，马
立翠所在的学校获得了一个第
一，一个第二，这在很大程度上激
发了老师们的热情。

因为大赛获奖，一位老师
还获得了县优秀教师荣誉。越
来越多教师尝到了甜头，再有
活动不用发动，他们都愿意自
觉参与。

对孩子们来说，如果脑袋里
没有音体美相关知识，学习往往
会走入一个误区，越学越死板。而
老师们在活动中迸发出来的积极
性也让孩子们认识到：学习本身

并没有那么枯燥，反而是一件很
有乐趣的事。

因为地处偏远农村，孩子
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差，普通话
严重不过关。不仅如此，因为长
期缺少父母陪伴，第一次走上
讲台的农村孩子，头永远都是
低着的。

为了把全镇倒数第二的毕业
班“推上舞台”，马立翠利用课余
时间查资料、和学生谈心、和家长
交流，让孩子们感受到温暖和关
爱。那一年，在小升初考试中，全
班获得了全镇第二的好成绩，进
步了十五个名次。

学生离校当天，马立翠在操
场上流着泪说了很久很久。而在
接下来的两年，她带领的毕业
班，成绩排名一直保持在全镇第
一。看着孩子们的成绩稳步提
高，性格也越来越开朗大方，马
立翠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感和
幸福感。

“我感觉自己像是一束光，我
想用这束光影响其他老师，进而
照亮我们的孩子。”从黄集镇中心
小学几十个孩子，到西张庄小学
三百个孩子，马立翠相信通过师
生共同努力，农村娃也能摘得属
于自己的星星。

从全镇倒数第二到前三
学校成绩师资都发生巨变

时间一晃而过，如今已经是
马立翠来西张庄小学的第三年
了。三年来，学校发生了肉眼可见
的变化。

变化首先是师资上的。“以
前学校里缺少老师，我们就从校
园周边去招聘，这种情况持续了
三年之久。一直到今年，经过各
方努力，学校一下子就来了四位
年轻老师，目前已经不再找代课
了。”马立翠细数着学校里的变
化。

有了老师，西张庄小学也
将美术、音乐、体育课全部开起
来了，今年还开设了社团活动，
农村娃的学习也更加多姿多彩
了。“学校里的音体美教师，都
是语数外老师兼职来做的，虽
说没有专职教师，但这些老师
总归还是专业的。”马立翠满足

地说。
受益于国家政策的倾斜和

师生共同努力，越来越多的老
师愿意留下来了。“既然在这儿
了，我就一定要让它有所改变。
我一定要让孩子们学有所成，
改变他们的命运。”马立翠暗下
决心。

摆脱全镇倒数第二，西张庄
小学一步并作两步走，大跨步迈
入全镇前三的背后，是马立翠和
老师们日日夜夜的积累。“热情只
能保持一段时间，只有用爱感化
学生，孩子们才愿意去学去听。”

令人惊喜的是，西张庄小学
老师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学校的
口碑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以前学校里代课老师居多，
大多数家庭把娃送去其他学校
了。眼看着如今学校里年轻老师
越来越多、老师们都很负责、孩子
们的成绩也越来越好，邻村人也
争着把娃送来这里了。”马立翠不
无自豪地说。

看到马立翠的成长，黄集镇
中心小学校长吴支文不无感慨地
说：“事实证明当时的选择没有
错，马校长让西张庄小学的成绩
有了很大进步，老师们也很敬业，
好几门科目全镇第一。”

“我的能力没那么大，只能通
过自己微薄的力量，让我的家乡
变好一点。”一心想着改变家乡的
马立翠说，“现在每天都很累，但
我充实着、快乐着。”

年轻教师们的到来，一方面
是因为情怀，另一方面和国家的
政策倾斜不无关系。

“从去年开始，在农村工作满
10年就能晋中级职称，满20年就
能晋高级职称，在城里是没有这
个待遇的。”说起政策的扶持，马
立翠掰着指头告诉记者，根据教
龄，在农村多待一年就能涨十块
钱，这部分钱作为交通补贴，让老
师们很有获得感。

“同样是农村，我认为比较偏
远和最偏远地区还要有所区分。
如果待遇相同，大多数老师还是
愿意到离城市近一些的村庄。”对
于偏远乡村的教师，吴支文期待，
相关部门能帮助他们解决“最后
一公里”难题，提高他们的工资待
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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