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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一一家家四四代代,,情情系系三三尺尺讲讲台台
四代人薪火相传教书育人，见证近百年教育发展与变迁

菏泽牡丹区王浩屯镇大彭庄村有个叫王巨伯的教师，他一家祖孙四代薪火相传，矢志育
人，用热情和生命诠释着“传道、授业、解惑”的职业真谛，也见证着近一个世纪的教育变迁历
程。在第2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记者走进了这个教师世家。“这是对我们一家人最高的褒奖，
我们深感光荣和幸福。”9月6日，王巨伯指着家里正房墙上挂着的“优秀教育世家”的牌匾激
动地说。

王巨伯的爷爷叫王凤彩，
1900年出生，是当时全村第一
个识字的，也是全村第一个老
师。20世纪30年代，他从山东省
立六中(菏泽一中前身)以优异
成绩毕业后，先后在桑氏小学
和张花园学校教书，后来回到

家乡在党的抗日政权办的抗
日小学教书。

“那是战乱时期，有时候
正上着课，一听说日本人来
了，就得马上转移，整天东躲
西藏的，很难安静地学习。”
王巨伯的父亲王金谷回忆当

时父亲教书的情形时说。
就是在这种艰苦的条件

下，王凤彩一心扑到教育事
业上，克服困难让学生读书
识字，学习做人道理。王金谷
说：“父亲一生中最欣慰的是
为国家培养了人才。”

【第一代】 王凤彩：乱世中倾心教育

在父亲熏陶下，1955年王
金谷从菏泽师范学校毕业
后，毅然回乡当了一名教师。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教师，他
和千千万万的教育工作者为
新中国的建设呕心沥血培育
人才。

解放初期，百业待兴，教
育工作也十分艰苦。王金谷

所在的孙化屯学校只有两个
初中班，近百名学生。由于教
师少，王金谷一人要教一个
班，是名副其实的全科教师。
他以校为家，白天教学，晚上
备课和批改作业。虽然学校
离家只有4公里，他两三个月
也难回家一次。

而这一坚持就是40年。

1995年王金谷光荣退休，因为
突出的教学表现，多次被评
为市、区优秀教师。1997年，菏
泽授于他们家“优秀教育世
家”荣誉称号。王金谷对这些
荣誉看得比生命还珍贵，他
说，自己一辈子最大的成就
是看着自己的学生成长、有
出息。

【第二代】 王金谷：为新中国育人才而教书

文/片 本报记者 李凤仪 通讯员 邹爱武

今年59岁的王巨伯来年就
要退休。他说，自己从小就梦想
着像爷爷和父亲一样能够站
在三尺讲台上，“现在实现了这
个愿望，无憾无悔。”

1976年，高中毕业的王巨
伯回乡当了名民办教师，一
干就是37年。当时他所在的
西刘小学只有几间破土砖

房，桌凳由几根木条搭成，墙
壁刷点油漆就当黑板，窗户
是用油纸糊的，夏天酷暑难
当，冬天寒风刺骨。黑屋子、
土台子、泥孩子就是当时学
校的真实写照。但艰苦的条
件，压制不住王巨伯的青春
激情，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条
件来教学生。

王巨伯说，真想不到这
些年教育会发展得这么快。

“现在都用上多媒体教学了，
学生上学也都不用交钱了。
这在以前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事情，这说明国家富强了，对
孩子也更加重视了。我赶上
了教育发展的好时候，觉得
当老师很自豪。”

【第三代】 王巨伯：赶了教育发展的好时候 王慧娟是王巨伯的大女儿，1999

年师范专业毕业后成了一名小学教
师。

说起女儿当教师的事，王巨伯说：
“当时女儿学习成绩很好，考上重点高
中不成问题，这样或许以后会有更大
的发展空间。但我看到当时农村教师
短缺，就说服女儿上了师范。”

王慧娟说：“1997年，我家被菏泽地
区评为优秀教育世家，当时上初中的我
高兴地一口气把金光闪闪的牌匾抱回
家，从那时就坚定了当老师的信念。”

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王慧娟把
自己的热情和心血全部献给了学生，
关心爱护每一名学生。

“看到孩子们灿烂的笑脸，看到他
们在自己的教育下学到了知识，我觉
得所有的累和辛苦都是值得的。”王慧
娟说。

因为突出的教学表现，近三年，王
慧娟连续被评为优秀教师。“继续做好
自己的本职工作，希望我的孩子将来
也做老师。”面对即将到来的教师节，
王慧娟说出了她最朴实的愿望。

【第四代】 王慧娟：希望孩子将来也做老师

59岁的王巨伯展示自家的“优秀教育世家”荣誉。

““这这是是俺俺教教师师节节收收到到的的最最好好礼礼物物””
郓城教师夫妇捡7000余元现金送还失主，教师节前夕失主送锦旗表谢意

本报郓城9月8日讯 (记者
周千清 通讯员 李英 )

教师节前夕，郓城随官屯镇王
屯官小学教师闫林玮夫妇从张
学林手中接过“拾金不昧，道德
高尚”的锦旗。闫林玮夫妇说，
这面锦旗将是今年教师节收到
的最好礼物。

原来，8月21日，闫林玮夫
妇走亲戚回家的途中，在公路
旁捡到一钱包，内有7000余元
现金和3张银行卡。面对“意外

之财”，尽管没有外人在场，夫
妇俩也没有动心，“换位思考
一下，假如我们自己丢了钱也
会很着急啊。”闫林玮说。于
是，夫妇俩决定在原地等失主
来寻，可直到夜幕降临，失主
也没回来找，闫林玮和妻子就
先回了家。

到家后，夫妇俩仔细查看
发现，钱包里有一张身份证，
上面的地址是郓城县唐庙乡
仉垓村。于是，第二天一早，闫

林玮夫妇便骑着摩托车去找
这个村子。

两人先从县城一个亲戚处
得知仉垓村的具体位置，然后，
又骑行40余里，找到身份证的
主人：张学林。在确定张学林就
是失主后，闫林玮夫妇把钱包
原封不动地还给他。张学林感
动地说：“钱丢了想死的心都
有，真没想到会有人主动把钱
包送上门。”

自幼父母双亡的张学林

靠在唐庙乡经营家电维修过
日子。为了去济宁批发货物，
他东挪西借凑齐了7000多元。
8月21日那天，他骑摩托车去
黄堆集的途中不幸把钱包遗
失，走到黄堆集才发现钱包不
见了。

“作为一名老师，我们经常
教育学生要拾金不昧，想想这
些钱对失主的重要性，只有把
钱包还给失主，我们的心才能
踏实。”闫林玮夫妇说。

本报巨野9月8日讯 (记者 李
德领 通讯员 刘建华 ) 第29个
教师节来临之际，巨野县董官屯镇
焦顺屯小学校委会，到离退休教师
家中走访慰问，送去了礼品，并向他
们致以节日的祝福。

每到一处，学校领导都详细询
问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身体状况
等，真诚祝愿老教师们身体健康
等，并感谢他们曾为学校作出的贡
献。校领导还向他们简要介绍了学
校近年来的发展情况，并希望老教
师们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学校工
作。

在王其祥老师家，当他获悉学
校已安装了全县最先进的光学影像
电子白板及48座高标准实验室，学
校各年级各科成绩均在全镇名列前
茅时，王老师激动地紧紧握住校长
的手。

教师节来临之际，9月6日，南
城办事处张楼社区工作人员来到
张楼小学，现场向学校的十余名
教师分发食用油和月饼等礼品。

“每年这个时候，他们都会过来，
工作虽然累些，但很舒心。”教师
侯凤华说。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影报道

慰问小学教师
看望离退休教师

本报菏泽9月8日讯 (记者 王
保珠 通讯员 吉文选 ) 8日，菏
泽开发区佃户屯办事处召开教育
工作大会，会上对取得进步的佃户
屯中学和佃户屯中心小学奖励一
万元。同时，对孔楼社区、佃户屯
社区、杜楼社区、前崔楼社区、佃
户屯派出所、佃户屯卫生院尊师重
教先进单位和优秀教师，进行了表
彰。

表彰优秀教师

主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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