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晨，杜晓林老师一走进学校大门，一群

孩子就围上来，揪衣襟的，拽胳膊的，“妈妈老

师”、“妈妈老师”叫个不停，仿佛一群等待燕

妈妈归巢喂食的雏燕。班里最淘气的王宇晨

还习惯性张开双臂向“妈妈老师”求抱抱，杜

老师抱着王宇晨，领着一群孩子走进了教室。

临县留守儿童全托管爱心学校位于临县

临泉镇后麻峪村，是临县教科局针对贫困地

区贫困家庭的孤儿、单亲儿童、特殊贫困儿童

兴办的一所全托管爱心学校。全校共有学生

216名，其中孤儿 15名，单亲儿童 146名,有 98
名学生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在校学生

多数小小年纪就遭遇不幸：有的学生刚来到

世间就失去了双亲；有的因为家境贫困刚出

生就失去母爱；有的孩子家庭教育缺失，从小

就喜欢小偷小摸；有的心理抑郁、狂躁；更有

个别孩子从小就有暴力倾向。如果没有临县

留守儿童全托管爱心学校全力照顾，这些孩

子有可能过早流落街头，流入社会。如果没

有杜晓林等“妈妈”式的老师，这些孩子的身

心健康很难得到保证。

杜老师说：“在这里，妈妈的角色比老师

的角色更重要，首先要做一个合格的好妈妈，

再做一名好老师。”

杜晓林老师所带的班共有学生 36名，其

中母爱缺失的单亲孩子就有 22个，其余孩子

虽然有妈妈，但是个别家长智力残疾，对孩子

起不到好的监管教育作用。

一年级时，班里有七八个孩子有小偷小

摸的行为，甚至连老师的东西都敢偷拿。杜

老师发现这一不良现象后，并没有马上拆

穿。她暗中观察、了解了好长时间，发现这些

孩子并不是缺少东西去偷，而是因为以前在

家物质严重匮乏、饥饿，造成的一种心理占有

欲。身为人母，身为教师，这些行为让她十分

痛心。

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家有家教。杜老师

像妈妈教育孩子一样，先从规范孩子的行为

习惯做起：每天下课后，在办公室，在宿舍，一

对一苦口婆心开导；在班级制作了借物表，孩

子们紧缺东西可以向同学、向老师借，借了要

在借物表登记，将来必须要还，让孩子明白私

人物品不可侵犯，所有财物都是靠辛勤劳动

换来的；给每个孩子的所有物品如水杯，铅笔

刀，文具盒，尺子，书本等都贴上了写有自己

名字的标签。言传身教，苦口婆心，到了二年

级，班里学生小偷小摸的这种行为已经完全

杜绝。

学校里，孩子们在杜老师这里感受到什

么是母爱。有对双胞胎，4 岁时母亲就离世，

父亲在外打工，二人和爷爷奶奶共同居住。

奶奶还是脑梗，生活难以自顾，造成他们从小

就没人管，自生自长。刚来到学校时，二人必

须由生活老师抱着他们才能入睡，生活上对

老师有很大的依赖。每天下课后总是要跑到

杜老师跟前让她摸摸头，他们也拉拉老师的

手，才高兴地出去和其他孩子们玩。为了让

孩子们得到更多关爱，杜老师经常联系爱心

人士给孩子们做心理辅导并捐赠衣服、学习

用品、生活用品等。对于学习困难的学生，常

与他们谈心聊天，帮助他们克服学习心理上

的困难，消除障碍，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学校一学期才放一次长假，生活上的好

多事都得杜老师操心，缝补衣服、沙包、理发，

经常有的孩子上厕所都跟老师要卫生纸。别

的女人包里装的是化妆用品，而杜晓林老师

的包里经常备的是卫生纸、创可贴、针线盒，

名字贴等照料孩子们需用的日常用品。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既是老师，又是妈

妈，杜晓林把自己全部的爱给了孩子们。因

为有爱，甘愿付出；因为有爱，乐此不疲。

爱心热线：刘校长15525810808
地址：临县临泉镇后麻峪村

车淑琴老师刚下课就看到毕业多年

的学生李志宏发来的微信：“车老师，您方

便出来一下吗？我在校门口等您。”。

车淑琴老师快步来到学校门口，看到李

志宏手里提着一箱牛奶站在学校大门外。

“车老师，我出差路过咱柳林县，就想

来看看您。下午还得去陕西。”李志宏看

着车淑琴老师，眼里闪着激动的泪花。

车淑琴老师说，学生们毕业多年还没

有忘记老师，能经常回来看看她，就心满

意足了，一生当老师值了。

车淑琴 2001年离石师范毕业，分配到

柳林县贾家垣乡刘家山小学，带着两个复

式班。当年，刚满 20岁的她，一个人住校，

不会做饭不会生火，请下乡干部帮她生。

放学后，寂静的山村小学就她一个人，恐

惧和寂寞伴随着漫漫长夜。

生活的苦不算苦，村里好多失学的孩

子无法正常接受教育才让她着急。有的

家长早早就让孩子退学，帮家里干活；有

的孩子虽然想上学，但因为家里穷，上不

起 ；还 有 的 孩 子 虽 然 上 学 ，但 什 么 也 不

会。每天放学后，她把学习差的留下来补

课，不愿来上学的她挨家挨户上门做家长

孩子的工作。两年下来，村里没有一个孩

子失学，教学成绩全乡排名前 3名。

同为农家孩子的她，在刘家山小学工

作的那段经历，让她深感山区的孩子的生

活不易、前途渺茫，也更意识到上学是他

们走出山村唯一的出路。所以，她暗下决

心，为了这些孩子将来有一个更好的人

生，她要当一个好老师。

后来，在贾家垣中学任职后，车老师

接手了一个全校无人愿意代的初三班。

其间，心里的冲击和管理上的措手不及

形 成 了 矛 盾 。 但 如 今 回 想 ，却 幸 福 满

满。现在北京青年报社工作的刘亚廷，

年年春节回家都要来看车老师。刘亚廷

每每说起在车老师班补习的那一年，说

是其人生的转折点，所以万分怀念，心存

感激。

2010 年，车淑琴调到穆村二中，担任

初一年级的语文老师，兼任班主任。这

时，她觉得自己的教学方法极不适应新时

期教育的要求。在没有任何联系方式的

情况下，她带着另外两名老师到上海考察

学习。在上海某中学校门口，因为没人介

绍，学校不接待她们。她就蹲守在学校大

门口和接学生放学的家长攀谈，从学生、

家长嘴里了解学校的教学方法。短暂的

交流沟通不够，厚着脸皮追到学生家里，

求着与学生家长学习。凭着不服输的性

格硬是感动了学生家长，把预习单等一批

资料拿到了手，让山区的学生享受到了大

城市的教学资源。

张奇同学，从小脑瘫，需要妈妈跟着

照顾上学。她就在学校找了一间空置的

杂物间，让他妈妈在课余时间帮助处理卫

生，并动员全班同学给予暖心帮助，以此

为主题多次召开班会，教育学生养成乐于

助人、甘于奉献的品格。

刘娜，当时小考成绩不是很理想，实

验班进不去，分在了她的班。三年的时间

里 ，她 借 助 日 记 批 语 经 常 与 之 沟 通 、鼓

励。最后，刘娜同学以 621分、全校第一的

成绩升入了高中。

还有刘亚琴、高青、张小琴等同学，尽

管学习成绩不理想，但是她并没有嫌弃，

教育和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

观。这些学生虽然毕业后没有考上高中，

有的上了师范学校、有的走了中专院校，

但他们都走上了适合自己的人生道路。

时至今日，好多毕业的学生，只要回

到柳林，都会专程到穆村来看她。

远方的牵挂
——记柳林县穆村镇中学老师车淑琴

妈妈老师
——记临县留守儿童全托管爱心学校老师杜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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焉哉村是柳林县薛村镇的一个小村，仅

300多口人。村里的焉哉小学却有 300多在

校学生。2021年，焉哉小学在县统考均分进

步 30 分以上的学生达到 30 人，获得满分奖

的学生达到 31人，王艳梅老师所带一年级的

数 学 班 均 分 位 居 全 县 第 一 。 在 校 学 生 由

2019 年的 66 人增加到现在的 300 余名。周

边薛村镇、石西乡、高家沟乡、三交镇、穆村

镇、陈家湾乡等地的家长还也争着抢着送孩

子到焉哉小学上学，甚至柳林县城的孩子也

放弃条件优越的县城学校，跑十多公里来焉

哉小学上学。但是，由于校舍有限，无法容

纳更多的学生。教室、学生宿舍、厨房餐厅

占了学校的所有房间，7位校领导和 20多名

教师分别挤在两间临时搭建的简陋的活动

彩钢房里办公，每间不足 10平米。焉哉小学

成为柳林县窝在山沟沟里的名校，狠狠打脸

了农村学校空壳的说法，改变了农村小学生

源外流现状。

家长任连连说，焉哉小学的兴盛离不开

赵美燕校长。

无悔抉择 舍身教育

赵美燕 2002年毕业于离石师范，分配到

薛 村 小 学 任 数 学 老 师 ，后 来 又 兼 班 主 任 。

2002 年又到吕梁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深造，

2006 年就读于山西财经大学会计专业。毕

业时，她已经获得了会计从业资格证和助理

会计师证书，有好多太原的会计事务所向她

伸出了橄榄枝，月工资能赚到 3000 多元，而

且前途一片光明。而回到柳林当老师每月

只能领 1800多元。但是，赵美燕出于对教师

职业的热爱、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义无反顾

又回到了原学校柳林县薛村镇薛村小学，继

续当了一名小学数学老师，把自己的一生献

给了山区教育事业。

赵美燕说，她山西财经大学的许多同

学，现在是大公司的财务总监、或者是财务

公 司 的 合 伙 人 ，年 薪 几 十 万 、上 百 万 的 也

有。但她选择当一名老师，无怨无悔。

临危赴任 贴钱办学

2018 年，已经从教 16 年的赵美燕，在薛

村镇中心校的推荐下，调任焉哉小学任校

长。当时，焉哉小学象许多农村小学一样，学

生严重外流，仅有学生 66名，濒临关门倒闭。

赵美燕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利用课余

时间，扑倒身子挨门逐户家访，了解生源流

失原因，虚心请教村民对学校的建议和意

见，与学生家长交朋友。

经过家访调查，认真梳理，发现生源大

量外流的主要原因还是学校教学质量比不

上城市的学校好。学习比较优异的学生、家

庭条件较好的学生一窝蜂似的涌向城市里

的小学，剩下的学生要么是基础太差，要么

是家长不够重视与配合，老师失去了信心，

家长失去了信任。学校走入了教学质量越

低，学生越会外流，学生越要外流、老师教学

越没动力的怪圈。

面对这样的窘境，赵美燕校长并没有退

却。她把儿子交给了婆婆照看，自己 24小时

吃住在学校。

放学后，她把十几个成绩差的学生留下

来，整晚整晚的给孩子们补课。后来，愿意

补课的学生越来越多，她一个人忙不过来，

就动员其他老师参与。又不多赚一分钱，老

师们当然不愿意。有的说没人给孩子做饭，

有的说没人接送孩子上学。了解到老师们

真实困难后，她自己掏钱买菜，做好饭后让

老师带回家给孩子吃，或者把孩子接到学

校，请生活老师帮忙照顾，让老师安心在学

校给学生补课。陈雪梅老师是一位非常优

秀的老师，但是她的孩子在柳林县城的实验

小学上学，如果给学生补课，孩子放学后就

没人接。为了能让陈雪梅老师能给孩子们

补课，赵美燕承担起了接陈雪梅女儿放学的

任务，每天开车十多公里，放学时准时等在

实验小学校门口。

2018年的第一学

期，赵美燕校长的工资

全部贴在了学生补课

的开支上。有时还不

够，她会编各种理由和

同样是教师的丈夫要

钱。

没 有 贴 面 的 厨

子，但有贴钱的校长。

倾注母爱 关爱学生

焉哉小学百分之八十的学生是留守儿

童、单亲家庭、贫困家庭，孩子常年得不到关

怀。赵美燕任校长后，十分关心孩子们的身

心健康，让这些失爱的学生在学校能够感受

到家庭般的温暖，体会到“妈妈”般的爱。

首先，她克服了校舍资金短缺等各种困

难，解决了孩子的午休问题，并有计划地向

寄宿制模式过渡。

为了解决校舍短缺的问题，她在院子里

临时搭建了 4 间活动彩钢板房，学校所有领

导教职员工搬到板房里办公，腾出房间让学

生住。7位校中层以上领导挤在一间办公室

办公，仅有两张办公桌，20 多位老师挤在一

间不足 10 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办公。有的老

师干脆就在教室办公。

2019 年 3 月，焉哉小学的学生由走读改

为寄宿。为了让孩子们吃好、住好，赵美燕

校长带头、动员所有教职员工定期清扫卫

生、主动帮厨理灶，在节省费用的同时提高

后勤服务水平。

在焉哉小学，赵美燕把每一位学生当做

自己的孩子对待，时刻用母爱关心着他们的

吃、住、学习、情绪变化。孩子们都喊她“校

长妈妈”。

田泽红是一位单亲、留守学生，父母离

异，她跟随爸爸，但爸爸又常年在外打工，没

人照顾，有轻度自闭，从来不说话，不和同学

交往，走路都贴着墙根走。赵美燕校长发现

这一情况后，一见面就给她一个温暖的拥

抱，每天陪着他说话、陪着她吃饭、给他很多

小面包、饼干等健康类食品，来温暖她孤独

的心灵。直到有一天放学后，爸爸来接她，

她坐在爸爸的摩托车上，回头对着赵美燕露

出了重来没有过的笑脸。

赵美燕说，当时她感动得哭了。

舍身为校 暖心教学

赵美燕常年住校不顾家，儿子从小由婆

婆照顾，上学后跟着同样是教师的老公，家

人由刚开始的不理解慢慢变得支持她了。

赵美燕把全部身心都操在了焉哉小学，

每天早晨 5点起床，直到 11点孩子们全部进

入梦乡，她才能休息。抓教学管理、教学改

革、教学研究、学生的学习、生活、身心健康，

每一件事都得操心。一切以家长满意、学生

进步为行为准则。定期召开家长会，以问卷

调查的形式，无记名征求家长的建议或意

见；每日课间操 10分钟，校长、教师轮流上台

自我评价发言，接受同事之间的监督。

在赵美燕校长独特的人格魅力感召下，

全体教师由消极被动工作，转变为积极主动

创造性教学，学校每月都有新变化，每年一

个新台阶。在校人数由原来 66人，第二学期

增加到 87 人，第三学期增加到 138 人，第四

学期增加到 274 名。目前，在校生达到 300
余名。焉哉小学已成为柳林教育一张靓丽

的名片，赵美燕已成为柳林的名校长、家长

眼中的好老师、学生心里的好“妈妈”。

撑起山村教育一片天撑起山村教育一片天
——记柳林县薛村镇焉哉小学校长赵美燕

沿着临县城向西南蜿蜒 60公里，就是

丛罗峪九年制学校，这所寄宿制学校依黄河

而建，全校共 16个班 600余名学生，其中从

离石、方山及临县县城远道而来的学生就达

30%以上，180多人。

很多人好奇，一个地处偏僻的乡镇中

学何以吸引周边数十个乡镇甚至不乏远在

市区和外县的学生来此就读，成为中学教育

史上闻名八乡的标杆名校？原因是学校除

了有过硬的升学成绩，还有一批像郭小娥一

样甘于奉献，不畏困难的教师和对教育鼎力

支持的校领导日复一日耕耘着这片沃土。

郭小娥今年 40 岁，2002 年毕业于汾

阳师范，2007 年调来该校工作，是丛罗峪

九年制学校的一名语文教师，兼两个班的

班主任。初中阶段在通往高等教育之路

的作用举足轻重，为了这些学生的未来，

郭小娥老师从执教之初到现在，二十年如

一日和时间赛跑，从未懈怠。

5点 05分，郭老师床头的闹铃声划破

寂静，紧接着起床、洗漱，再匆匆赶往学生

宿舍，挨个叫 100班和 101班的学生起床。

5 点 15 分，初春的天色依然昏黑，郭

老师已经和学生在操场列队，她的目光扫

过一张张熟悉的面孔，挨个检查学生的个

人卫生、仪容仪表。随着一声坚定的指

令，郭老师开始领着学生跑操，嘹亮的口

号声逐渐响彻寂静的山村，如果此时经

过，定能听得出一遍遍口号声里的的朝气

和希望。

5 点 45 分，天色渐亮，学生进入教室

开始自习，郭老师和往常一样坐在教室后

排的课桌前备课、批改作业。除了上课、

吃饭时间，她在这个位置上要坐一整天，

任课老师上课，她则边办公，边监督课堂

的秩序。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郭老师用

这种陪伴送走了一批批学生，执教的初心始终滚烫着他们通往未

来的路。

7点 40分，早餐时间，对学生的关怀会体现在所有细节中，此时

的她化身家长监督学生打饭、就餐，学生吃完后她才匆匆吃饭再赶

往教室，八点整准时辅导学生，开始一上午的忙碌。三点一线的闭

环里，郭老师紧锣密鼓地安排着关于学生的一切。

12点 30分，午餐，她照例在餐厅照顾学生午餐，在关注学生餐

量的同时叮嘱每个学生不要浪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是她常挂嘴边的一句话，教育不止体现在书

本知识，更重要的是品质和习惯的养成。吃完饭，监督学生午休后，

她又回到教室开始批改作业、为下午备课，周而复始。

22点 50分，学生宿舍熄灯，郭老师还要在学生宿舍的走廊里

一直巡查到深夜，直至学生入睡。当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自己的

宿舍，她才利用自己的时间思念 11岁的女儿和远在另一乡镇当副

校长的丈夫，以及村里年迈多病的母亲。

一天 24 个小时，她在教室 11 个小时，陪伴学生 11 节课与自

习，循环往复。学生用青春的汗水书写未来，她用二十载芳华竭力

浸润了满园花木。知识改变命运，这并非空话，郭老师是亲历者，

也是缔造者。

四十年前，郭小娥老师出生在丛罗峪镇郭家塔村，父母为农，终

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自幼家境贫寒，求学路上的困难群山万壑。那

时的她和如今一样惜时如金，用知识的镰刀不断挥砍坚硬的藤条，

如今，回头遍历求学往事，道不尽千般酸楚，努力和坚韧的加持下她

最终破除万难进入汾阳师范求学，踏上了三尺讲台。

从最初执教起，她就继承了父母勤劳、善良、感恩的品质，工作

兢兢业业、任劳任怨。2011年到 2020年，这期间因工作需要，她先

后在郭家塔校区与丛罗峪校区间来回调动，脚步不停，她在教育这

件事上从无怨言。

但再优秀的教师也有家庭，投入工作 20多年来，郭小娥老师

几乎把所有精力倾注到自己深爱的教育工作中，父亲年事渐高，在

离石医院的三次手术期间她都因为教学工作没能陪伴左右。儿子

在离石凤山中学就读高中三年，她也因为工作没有主动请假去探

望过一次。

提起往事，总有感慨。郭小娥老师，没有把爱给了孩子、丈夫

和亲人，却毫不吝啬全部给了学生。

记得刘建峰同学，父亲因脉管炎锯掉了一条腿，失去了劳动能

力，母亲体弱多病，读书梦想在现实面前几度摇摇欲坠，多次提出

想要退学。郭小娥老师对这种无奈感同身受，但她更明白，想要改

变平庸，除了成功已经无路可走。她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生活

上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费用上倾力资助，好让这位胸怀远方的学

生放下包袱翱翔。寒来暑往，付出和坚持有了回报，刘建峰同学最

终在 2018年以 630分的优异成绩步入高中，又在去年成功迈进大

学校门！

郭小娥老师也从不会放弃每一个成绩落后的学生。贺子康同

学在初中入学时成绩位于全班倒数第一。三年时间里，郭小娥老

师每节课都尽力淡化他的弱点，不断鼓励，最终贺子康同学中考成

绩达 500多分，在全班名列 15，顺利考入高中。

留级生王强，本该升初三，但因个性顽皮不好管理，初三各班没

人愿意接收。堵不如疏，郭老师通过观察发现王强同学虽然有缺

点，但管理组织能力极强，于是欣然接收了这名学生，并大胆启用王

强为副班长。结果取长补短的处理方式让班级在王强同学的协助

管理下，班风改进明显。郭小娥又针对王强的性格特点，同他一起

仔细规划了未来道路，并多次找家长沟通，最后王强选择了参军。

目前王强已从部队转业，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

从教多年，类似的故事不胜枚举，笔者采访过程中，郭老师回

首往日经历，思绪千重，几度哽咽难言。

也许是因为肩负希望的山区孩子翻越重重大山，用知识挣脱

世代贫困的局面而感到欣慰；

也许是因为忙于教学，愧对至亲的孩子、相濡以沫的丈夫、默

默守护的亲人；

也许是因为在学生的身上看到了当初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艰

难求学的自己走向坦途，又带着满腔热血回到课堂延续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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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

出系列重要指示出系列重要指示，，深刻论述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深刻论述了教师工作的极端重要

性性，，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基础性工作来抓，满腔热情关心教师，让广大教师安

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让教师成为

让人羡慕的职业。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制定出台《关于办好人

民满意教育的行动方案》，围绕师德师风建设、关心

关爱教师出新招、出实招、出硬招。市教育局积极探

索和创新关爱激励教师的新模式、新做法，制定出台

师德师风正负面清单，既引导教师忠诚履职、爱岗敬

业，又引导广大教师提高修为、规范从教，着力营造

风清气正的教育生态。

全市广大教师对标师德师风要求，全面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书育人，爱

岗敬业，无私奉献，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2021

年 10 月 27 日，经过层层评比推荐，市教育局命名

151 名教师为“吕梁市师德标兵”称号，他们师德高

尚、师能精湛、成绩突出，展示了新时代吕梁教师的

良好形象，赢得了广大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赞誉。为

表彰他们的杰出贡献，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的荣誉

感、责任感，推动形成教师人人尽展其才、好老师不

断涌现的良好局面，促进全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市教

育局决定将“吕梁市师德标兵”的先进事迹在《吕梁

日报》、吕梁教育云平台公众号进行专题报道。希望

全市广大教师以“吕梁市师德标兵”为榜样，认真学

习他们的先进事迹和崇高品格，模范履行岗位职责，

人人争当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

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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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梁市师德师风标兵事迹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