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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在乡村

党中央决定对在连片特困地区工作
的乡村教师给予生活补助，这是关乎农村
教师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好事、实事。 目
前，各特困地区已基本落实该政策，但高
兴之余，笔者不免有些担忧。 教育管理部
门该如何用好补助政策，为农村教育带来
真正的“福音”呢？ 笔者认为———

补助原则应打破编制
《通知》强调，要充分发挥补助政策对

吸引优秀教师到乡村学校(教学点)任教的
作用。 但如果不敢于打破“编制”的束缚，
岗位就会缺乏竞争，好待遇也很难吸引到
优秀的人才。 因此，教育管理者应思考，如
何在“以岗定补，在岗享受，离岗取消”的
补助原则的基础上， 鼓励优秀人才竞聘
“补助”的岗位；甚至是否可以考虑取消所
谓的“岗位”，只要愿意到农村从教并考核
合格者即可享受。

补助发放需考核
目前, 农村学校教师中不缺乏人才。

要使教师更优秀，关键在于激发教师强烈
的工作责任心。 《通知》强调，补助要重点
向条件艰苦地区倾斜，向村级小学和教学
点倾斜，不能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

但纵观农村学校教师，“走读”现象依
旧存在，这本无可厚非，可少数教师却因
此常常上班迟到、早退，或经常性地换课、
旷课，严重影响教学。

因此， 要想真正利用农村教师工资补
贴， 吸引、 鼓励教师在农村学校有效地工
作，就应该严格纪律，实现考勤、师德、成绩
达标等考核制度，甚至可以考虑实行考勤、
师德、成绩达标等一票否决制，最大限度地
避免吃大锅饭现象。 同时，各农村学校，尤
其是教学点，必须有群众监督机制及机构。

工资补贴不应仅限农村教师
《通知》强调，农村教师工资补贴，有助

于增加乡村教师收入， 提高教师的社会地
位，吸引优秀人才到贫困边远地区从教，是
教育优先发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

但当下，工资补贴政策还仅限于农村
在编在岗教师，这不利于城镇教师以及其
他行业有志于农村教育的优秀人才到农
村学校支教或工作。 因此，笔者建议，应扩
大补贴范围，让所有有志、有德、有为的农
村教育工作者均可以享受“农村教师工资
补贴”，否则激励就是一句空话。
（作者单位系广西巴马县巴马镇中心校）

教师志愿服务如芍花怒放

农村教师补助该咋补
□沈正才

辽北第一高峰冰砬山的山脚下, 有一
个只有 20 户人家的小山村———太平沟屯。
屯东边是礼泉河，屯西边是营厂河，人们无
论从哪个方向出村都得趟过一条河。

有一个村小教师， 为了方便孩子们出
村上学， 一个人在河上搭起了一座简易的
木桥。 32 年的时光里，桥垮了，他支起来；
桥冲走了，他再搭；他自己也记不清搭过多
少次桥。 每天清晨和黄昏， 他总会守在桥
头，手挽手地把孩子安全送到对岸。

无数的孩子通过这座桥走出了大山，
走到大连、深圳，甚至走出了国门，而他仍
然坚守在这里。乡亲们说：“看到了这座桥，
就好像看到了他的影子。 ”

他， 就是辽宁省西丰县营厂满族乡九
年一贯制学校小学部教师宋祥。

执教，一个人的村小

由于河水的阻隔， 太平沟屯至今没能
通上公路，人们出行走的还是崎岖不平、坑
坑洼洼的土路。 雨季来临，河水暴涨，村里
与外界的交通基本就阻断了， 孩子们出村
上学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 为此， 乡里
在太平沟屯设立了一个只有一个教师的村
办教学点。

宋祥是土生土长的太平沟人 ，1983
年 1 月，乡里招聘民办教师 ，高中毕业的
宋祥经过考试被录取了。 从此，宋祥执起
教鞭走上三尺讲台 ， 在太平沟屯当起了
“孩子王”。

宋祥在教学上出了名的认真。 当时，
学校里只有 17 个孩子， 但年龄差异较大。
统一教学虽然省事，但对学生来说并不适
合。 为了让这些孩子接受适合自己年龄段
的教育， 宋祥将这 17 个孩子分成 4 个年
级，第一天教一、三年级，第二天教二、四年
级。 上课时， 他不是简单地教授书本上的
知识，还会给孩子们读小人书、讲各种各样
的故事，让孩子们在故事中感悟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宋祥讲的张海迪的故事， 让孩
子们至今记忆犹新。 张海迪身残志坚的品
质深深地打动了这些山里娃， 也鼓舞着他
们学好知识，走出大山。

在这所只有一个教师的村小里， 宋祥
不仅要教语文、数学、音乐、美术、体育等所
有的课程，还要负责维护校舍、照顾孩子们
生活起居等各种日常杂务。

那时学校的教室简陋不堪， 连基本的
教学设备和教学用具都配备不齐： 缺少桌
椅，宋祥就从家里拿来木板和木桩，用锤子
和钉子固定成简单的桌椅；没有黑板，宋祥

就用木板拼起来，刨平后刷上墨汁当黑板；
没有装垃圾的工具， 他就自己动手编土篮
子……无论学校缺什么， 只要自己动手能
做到的，宋祥就自己做。

寒来暑往，宋祥每天天不亮就到校，天
黑了才回家。 10 年来，宋祥从未因自家事
耽误过学生一节课，就连母亲去世，在本村
教书的他，因为正在上课，也没来得及见到
母亲最后一面，这让宋祥深以为憾。

在宋祥的努力下， 太平沟屯村小的教
学成绩在乡里一直名列前茅， 不仅没有一
个孩子辍学，还吸引了许多外地亲友的孩
子来这里读书。

架桥，渡人更渡心

1993 年， 宋祥调到了离家 6 公里、有
3 个教师的三益村小学当班主任。 为了弥
补自己知识的欠缺，他报考了铁岭师范民
师班，学习 3 年，结业后转为公办教师。迈
过了学历的门槛，他的面前又出现了另一
道槛儿：三益村虽然距离太平沟屯只有 6
公里路，但礼泉河仍然横亘在他和孩子们

上学的路上。
宋祥上下班唯一的交通工具是一辆

“28”自行车。 每天清晨，宋祥都会穿上高
抵大腿根儿的胶皮靴，先扛着自行车蹚水
过河，再回来背那些没有家长接送的孩子
过河。 后来，宋祥想：“孩子们每天这样上
下学，既危险又不方便，我何不搭一座桥
呢？ ”想到就干，宋祥上山砍来几根 8 米长
的松木，扛到河边。一根百余斤的湿松木，
他一次只能扛动一根。 一趟趟地往返，肩
膀压肿了，手指划破了，宋祥全然不顾，钉
桩子、铺桥面，独自在礼泉河上搭起了一
座简易桥。

可是，一到七八月份，河水暴涨，水面
一下子变成三四十米宽， 松木杆搭成的简
易桥像一条小船，转眼间就被河水冲走了。
这让宋祥很是无奈，等洪水消退，宋祥还得
继续搭桥。

宋祥对孩子的关爱， 远远不止这些。
乡下人的日子苦， 辍学更是常有的事。 但
是宋祥执拗地认为，越是读不起书，才越要
读书。 因此， 虽然宋祥的家庭条件也不宽
裕，但只要发现学生遇到困难，他就会毫不

犹豫地伸出援手。 他说：“不能让孩子上学
的路，卡在学费上。 ”

村里有个叫周平的孩子，考上了大连
理工大学，这本是值得庆贺的事 ，可是昂
贵的学费却把孩子和家长都难住了。宋祥
得知以后 ， 硬是从家里生活费中挤出
1000 元给周平作学费。 如今，周平已经在
日本学成就业，他最感念的就是在最困难
的时候宋祥老师的帮助。

坚守，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2001 年由于生源减少， 学校布局调
整， 宋祥又被调到离家 5 公里外的碧玉村
小当班主任。 碧玉村小是一个仅有十几名
教师、 百余个学生的小学校。 但这里对宋
祥来讲也算是一个“大”集体了。

朴实憨厚的宋祥来到“大”集体，工作
上更是不甘示弱。 他每天还是踏着浮桥骑
着他那辆“28”自行车上下班。 每当第一缕
晨曦透过大山的缝隙投洒到静谧的小山村
时，宋祥总是第一个出现在校园，只要有需
要干活的地方就有他的身影。 夏天拎桶水

浇浇花，冬天就给孩子们生炉子，等学生们
到校时，炉子已经生得旺旺的了。有时候宋
祥生炉子不小心抹出个大花脸， 还常常引
来孩子们调皮的笑。放学了，宋祥也经常最
后一个离开校园， 伴着落日的余晖骑行在
乡间的小路上。

虽然，与宋祥同期入职的或比他年龄小
的同事都升了职， 但他却从不为此烦心，仍
然开开心心地做着班主任，他说：“没有孩子
的陪伴，生活就会失去快乐。 ”当学校师资不
足时，他还主动申请担任更多的工作。

教了 32 年的书，宋祥可谓是桃李满天
下。 但令他最欣慰的学生是高福生和宋春
艳。 因为他们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了家乡，
一个在营厂中心校教书， 一个在碧玉村小
成了他的同事。

如今，宋祥的女儿研究生毕业，虽然不
是教育专业，但在他的动员下，也已经取得
了高中教师资格证。 宋祥说：“为了让更多
的孩子走出大山， 需要有更多的毕业生回
到家乡，像我一样坚守在大山里。 ”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西丰县营厂九年
一贯制学校）

宋祥：甘做乡村“摆渡人”
□刘思辉

“芍花 ”教师志愿服务总队 ，是亳
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深入贯彻落实教
育部 《关于教师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
指导意见 》，改进学校党建工作 ，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打造的崭新活
动载体 , 目前服务总队有队员近 400
人 ，其中既有学校党政班子成员 ，也有
普通的教职员工。

全面发动 以“芍花”命名

亳州师专党委在研究如何贯彻落实
教育部 《关于教师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
指导意见》时，也曾有过疑虑：学校教师
愿不愿意参加志愿服务？ 成立了志愿服
务队，能不能开展实质性的活动？志愿服
务能不能形成长效机制， 保证活动的持
续性？

为此，学校通过工会开展教师参加
志愿服务活动问卷调查活动 。 调查显
示，教师中绝大多数表示愿意参加志愿
活动。 在此基础上，校工会发放了教师
志愿注册表， 要求个人根据专业特长、
兴趣爱好填报、注册。 很快，各系部纷纷
成立了教师志愿服务队。 艺术系成立了
教师艺术团；理化系成立了教师科技服
务团 ；思政部成立了法律咨询团 ；中文
与传媒系和外语系成立了名师辅导团。
此时，亳州师专成立教师志愿服务总队
的时机成熟了。

队伍拉起来了，起一个什么名字好呢？
同样是经过民意征集，“芍花” 方案

入选。“芍花”是亳州市花，属性“向阳、耐
旱”。 以“芍花”命名，寓意就在于希望志
愿队能像芍花般一心向阳， 追求光明和
真理；能像芍花般耐旱，敢于迎难而上，
勇往直前；志愿队伍能像芍花一样，扎根
四方，蓬勃怒放。

技术支持 拓展服务内容

“教师艺术团”到武警亳州市支队慰
问演出；“名师辅导团”走进城父镇中心小
学；“法律咨询团” 到市魏武广场开展现
场法律咨询、法律援助活动……

在芍花教师志愿服务总队工作日志
上，历历记录着志愿队员们服务的足迹。
志愿服务总队成立以来， 各大队兵分数
路深入社会，广泛开展文化下乡、社区服
务、法律援助、技术支持等志愿服务 500
多人次。 截至目前， 送出慰问品价值约
10 万多元，开展校政合作 10 多项，校企
合作 40 多项。

随着如火如荼的送教支教、 社会服
务的广泛开展， 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工
作的志愿活动也渐入佳境。

唐利平教授将历时两年的研究成果
《亳州花戏楼砖雕艺术文化解读 （中英
文）》 专著赠送给花戏楼景区管委会，专

著的出版弥补了亳州花戏楼景区没有英
文译介的空缺；

王俊凯副教授应邀出席亳州市谯城
区商务局外贸企业座谈会， 商谈中初步
达成为 40 多家外贸企业提供外贸人员
培训等服务；

“名师辅导团”与亳州电视台达成协
议，开办“问津国学”栏目，传承中国传统
文化； 与亳州团市委联合开展农村少先
队辅导员和青少年社会工作者岗前培训
工作；

“法律咨询团”与市司法局合作，成
立“亳州市青少年法律救助站”、“亳州市
法律援助中心”；

“科技服务团”在市开发区开展计算
机、网络培训和技术服务；

“女子合唱团”更是作为亳州市对外
宣传的一张文化名片， 经常参与亳州市
大型文艺演出。

建章立制 引领职业成长

既是队伍，就要有“军规”。 学校出
台 《亳州师专 “芍花 ”教师志愿服务活
动方案 》，公布了章程 ：以弘扬和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线 ，以 “高举
旗帜 、坚守阵地 、立德树人 、以师率生 ”
为理念 ， 根据教师自身学识 、 专业特
长 ，做到 “三个结合 ”：教师志愿服务与
教育教学 、科研工作 、学生志愿服务相
结合。 形成“三个统一”：统一教师个体
志愿和团队志愿 ， 统一教师短期志愿
与长期志愿 ， 统一校内志愿服务与校
外志愿服务 。 实施 “五进工程 ”：进农
村 、进社区 、进工厂 、进军营 、进贫困弱
势群体。

与此同时，学校建立了《亳州师专教
师师德档案》，实施师德“绩分制度”。 "绩
分”兼顾教师业务工作、德行表现和志愿
服务开展情况，进行量化考核。教师凡在
教书育人中表现突出、 在志愿服务上表
现优异， 凡因品行突出并受到各级各类
表彰的，将获得相应"绩分”。 同时设置师
德一票否决制。 师德“绩分”与教师年度
考核、评优评先、职称晋升、职务提升相
结合，强化师德“绩分”在教师职业行为
中的规范作用和在教师职业成长中的引
领作用。

为扩大“芍花”教师志愿服务活动的
影响力，学校充分利用校园网、校报、广
播等宣传阵地， 大力宣传教师志愿服务
活动，集中报道典型事例，在全校形成坚
持立德树人、 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氛围。

随着各类志愿活动的开展，“芍花”
队伍逐渐壮大， 越来越多的青年教师和
青年学子加入进来。 “芍花”教师志愿服
务活动，正如它的名字一样，已在亳州大
地灿烂怒放！

“芍花”志愿者为小学生普及科技知识

“芍花”志愿者春节前进社区送春联（左一为亳州师专党委
书记欧阳永红）

宋祥扛着自行车趟过礼泉河

进社区帮居民写春联，到学校普及科普知识，走上街头给市民讲解法律常识，到农村送戏下乡……
类似这样的志愿者活动，对“芍花”教师志愿者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