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火队员

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学
校布局进行调整，张家山小学
成为和合乡留下来的唯一一所
山村小学。2008 年秋天，由于
工作需要，冯元元被调到和合
乡小学任教。9 月 1 日就要开
学，课程表都排好了。但 8 月
31 日晚，听闻冯老师要离开，
张家山村民一个个都不愿意冯
老师走，一起商量“阻止”冯老
师调走。因为他们知道，冯老
师一走，孩子们肯定没学上了!
于是，他们找到冯元元，找到和
合乡联校校长，恳请冯老师一
定要留下来。

留还是走，让冯元元陷入
两 难 。 相 濡 以 沫 17 年 的 妻
子，担心冯元元一个人待在大
山里身子骨吃不消，知道他留
下来是给自己加压，强烈地反
对他留在张家山。一面是家
人的劝说，一面是孩子们渴望
的 眼 神 ，冯 元 元 选 择 了 孩 子
们。他耐心地说服家人，“将
心比心，如果咱们的孩子没有
一 个 好 老 师 ，那 该 有 多 着 急
呀；有了老师又留不住，心里
该有多失望。我要是离开了，
孩子们就面临着辍学。”最终，
妻子拗不过他。

“外面的好老师很多，不缺
我一个，但在这里，只有我一
个。”虽然，当时张家山小学只
剩下 7 个孩子，但冯元元并没
有因为学生少而松懈，备、批、
改、辅，一样都不能少。“只要学
校还在，只要还有一个孩子，我
就要坚守，就不会离开。”几十
年如一日，冯元元就像一棵老
桑树一样，守望着大山里的孩
子，用自己的绿叶抚育着这些

“蚕宝宝”。
冯 元 元 数 十 年 如 一 日 务

实和敬业的态度，获得了学生
的爱戴，赢得了村民的敬重，
也 得 到 了 上 级 的 多 项 表 彰 。
他多次被评为县模范教师、优
秀辅导员、教学能手。还曾获

“最美吕梁人”提名奖、五一劳
模、山西十大最美乡村教师、
师德标兵、“感动山西”提名奖
等多项奖。

多年来，冯元元送走一批
又一批的孩子，使他们走出大
山，有了自己的事业。而冯元
元却依然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
坚守着，耕耘着，一年又一年
…… 他用赤诚的心灵、无私的
付出守望着山村的明天，用 33
年坚毅的守候托起了山里娃们
的梦想，点燃了一代又一代山
里孩子们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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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 谱写新篇章

本报讯“12·4”正值国家
宪法日，当天，汾阳市人民检
察院组织全体干警参加宪法
宣誓仪式，弘扬宪法精神，维
护宪法权威，进一步增强全院
检察干警的宪法意识。

12月 4日上午 9时许，汾阳
市人民检察院会议室内庄严肃
穆，全体干警奏唱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歌。检察长带领全院干
警庄严地向宪法宣誓，严肃地
将左手扶按宪法，右手举拳诵
读誓词：“我宣誓：忠于中华人
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
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
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接
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
义国家努力奋斗！”

宣誓仪式结束后，汾阳市
人民检察院召开重温《宪法》
专题会议，检察长围绕我国宪
法的基本内容和地位作用进
行了宣讲，并结合中国发展历
程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国情
为大家讲解了宪法修改的内
容和重要意义，进一步深化了
大家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理
解，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解。他勉
励大家铭记誓言、履行承诺，
大力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带头维护
好、遵守好宪法，弘扬宪法精
神，履行宪法使命，不断提高
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不辜
负党和人民的重托，全力维护
人民群众的利益。

不少干警认为，“宪法宣
誓仪式”是向宪法表达敬畏，
意 义 重 大 ，这 不 仅 是 一 种 仪
式，更是庄严的承诺，能从中
接受深刻的洗礼。干警们也
纷纷表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工作队伍的一员，将
努力运用法律专长，为创新社
会治理、促进矛盾化解、保障
社会和谐、推动经济发展提供
法律服务，用实际行动去履行
自己的誓言。力争做维护宪
法、遵守宪法的楷模。（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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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深处的““点火人点火人””
——扎根山村教育30年的优秀教师冯元元和他的学生们的故事元元和他的学生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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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楼县和合乡有一位平凡的老教师，他 30多年来坚定不移地驻守在大山里小学
校的讲台上，坚守着人民教师的崇高使命，以一己绵薄之力，倾注全部的心血点燃了
山村孩子懵懂的希望之路。他就是今年 50岁的冯元元老师。

冯元元出生在石楼县和合乡一个偏远
的小山村，那里交通闭塞，环境恶劣，去乡里
需要步行四五个小时。很少有老师愿意去
那里教书，而山里孩子们又亟需老师去培
育。在这里长大的他，更明白乡村教师的重
要性。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高中
毕业的冯元元毅然放弃去县城发展的机会，
承担起回乡教书的责任，开启了他一生矢志
不渝的“点火”事业。

他所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是和合乡张家
山小学。那时的张家山村，有 40多户人家，
40 多个学生，教室就是一间简陋的窑洞。
有四个年级和三个幼儿班，上课的时候，小
的就坐在炕上，大的挤在地上的几张课桌
上。

初为人师的冯元元，遇到的是一群调皮
捣蛋的山里孩子，被学生“欺负”成了家常便
饭。每每课上到一半，学生们便趁他不注意
溜出去玩。担心孩子们出事，冯元元只好满
山遍野地去寻找。有个淘气的孩子他至今

印象深刻，叫张补旺，当时只有 6岁，经常趁
老师上课跑回家，为了让他读书，冯元元多
次到他家把他抱回教室。还有一些不愿意
回教室上课的孩子，当着大人的面又踢又
打，弄得当时年仅 18岁的冯元元一身泥土，
一脸茫然。如今，张补旺已在一家国企上
班。

“孩子们不读书绝对不行！”冯元元逐一
敲开每个学生的家门，和家长沟通，针对不
同学生的情况区别对待，对孩子以“哄”为
主，多表扬、少批评，和他们一起做游戏，一
起唱歌。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认可
这个“大哥哥”，喜欢上了学校。

“我走了，孩子们就没学上了，我留在村
里，就是想让孩子们长大后能够一个个飞出
大山。”30 多年来，冯元元一个人先后承担
了和合乡张家山、乔坪、南陀腰、冯家河、马
山 5所小学的教学。一直以来，他在学校都
担任着校长、老师、保育员、安全员等多种角
色，走到哪儿就把家安到哪儿。

“那时候的工作特别累，因为是复式教育，
五个年级的课程都需要上，只好一个年级上
课、其它三个年级做作业，幼儿班的孩子就安
排在院子里做游戏。下了课也不能休息，得
赶紧给孩子们批改作业，作业刚看完，又该上
课了。”上世纪 80 年代，偏远的山村水、电、路

“三不通”，白天挑水生火，晚上点着煤油灯熬
夜备课。为了提高教学水平，冯元元一个月
几十元的微薄收入几乎都用在学习上，报考
县里的进修学校。经常十天半个月都吃不上
一顿像样的饭菜，到卖菜摊上捡别人剥下的
菜 叶 子 是 经 常 的 事 。 那 时 候 他 只 有 一 个 信
念，只要能把学校搞好，孩子们学习成绩搞上
去，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经过两年的努力，
全校各项工作都步入正轨，教学质量也明显
提高，辛苦的努力，换来了孩子们成绩的稳步
提升，他所教的很多学生在全乡的统考中名
列前茅，受到联校的多次表扬。

1987年，他来到乔坪小学。这是一个由两
个山村共建的小学校，由于孩子们上学远，他要
在上课前去接他们，放学后再送他们回家。经
常是背着小的、领着大的，日复一日用脚步丈量
这个贫穷落后山村的山山洼洼、梁梁峁峁。每
次出门，他都会在上衣口袋里放根针。“盘山路
难走，脚底会打水泡，挑破就不疼了。”

1990年，冯元元自告奋勇来到缺少教师的
南陀腰小学，这是和合乡最偏远的地方。为了
开展教学，开学前几天，他召集家长学生一起来
学校上课，让家长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也让他
们从心底里接受了他这个外乡人。

1994年，刚刚在南陀腰有了起色的冯元元
再次成为“救火队员”，冯家河村没人去当老
师。“我去!”他再度背起了行囊……

我走了，孩子们就没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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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元元老师冯元元老师给学生讲解

冯元元老师和他冯元元老师和他的学生们

冯元元老师和学生们一起打篮球们一起打篮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