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教师

坚守，永远不变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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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
就是我的家

姚建业目前是泗水县泗张镇石门小学
的一名语文教师。从泗水大山深处走出来的
他，从当时的汶上师范毕业后，就又回到了
大山深处，实心踏地地当起了乡村教师，这
一干就是13年。

泗张镇石门小学位于泗水县东南部圣
公山脚下，距离城里有近40公里的路程。姚
建业觉得，9月10日，和平常的日子没有什么
区别，“只是多了个‘教师节’的名字”。

姚建业说，作为一名乡村教师，真的是
有酸有甜、有苦也有乐。当年刚回到学校时，

“虽然对学校的环境有所了解，但这里艰苦
的教育教学条件仍使我倍感惊诧。”校舍变
得破烂不堪，有些“门窗”居然成为教室的一
个个窟窿。办公室地面坑洼不平，有的办公桌
连抽屉都没有了，教学条件可想而知。“但踏上
三尺讲台，看着一张张可爱的面孔，望着一双
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我便暗下决心：我会把我
的青春与热血，播散在生我养我的故土；把我
的知识与爱心，播散在家乡孩子的心田。因为，
大山就是我的家。”

姚建业说，他刚当教师的那会，曾有领
导多次找到，极力劝他到村委会工作。“他们
劝我说：‘你还年轻，文化水平高，成天围着
这群孩子转有什么出息，不如到村里来当主
任，将来提干机会多，前途无量’。”姚建业拒
绝了这些诱惑，亲戚、朋友都说他太傻，但他
觉得这种“傻”值得，“我当时只是觉得这里
的孩子需要我，我也离不开这些孩子，我爱
教书！”

姚建业觉得，作为一名老师，学生在多年
不见后还记得你、喊你一声“老师”，这就够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孩子们能够成才，更希望所
有的农村学校办学条件都能越来越好。”

嘉祥县梁宝寺镇留守儿童
学校，2007年成立时系全省唯
一一所留守儿童学校。岳增馗，
这所留守学校里的一名普通教
师。2007年学校成立时，年仅24

岁的他来到这里教书。9月10日
一大早，他的办公桌上收到一
张特殊的贺卡，它是用废纸做
的，上面画着几朵简单的小花。
尽管贺卡很简单，岳增馗心头
很温暖。

岳增馗刚到学校时，班级
里转来一位叫马华(化名)的孩
子。个头不高，弱小的身材，套

着肥大的灰色外衣。马华的父
母一直在沈阳做生意，后来他
也跟着父母去了沈阳。由于家
庭条件比较富裕，孩子四五年
级时就染上了抽烟喝酒的坏习
惯。“马华被送到学校时，他的
家人都认为孩子已经无药可救
了。”

岳增馗告诉记者，针对马
华的情况，学校开展了针对性
的教育。“后来，我把他安排在
第一排，他每搞小动作，我就悄
悄走到他身边提醒，课下和他
谈心。很快我们就发现，马华慢

慢变了很多。”说到这里，岳增
馗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岳增馗说，农村教师既是
留守儿童的严父，又是他们的
慈母。在学校里，老师们就相
当全能型的保姆，“学生们的
头发长了，我们给他剪；衣服
坏 了 ，我 们 给 他 缝 ；饭 勺 丢
了，我们给他拿；书坏了，我
们给他粘……这里的大人出
去打工的多，孩子和父母在一
起时间很少。我们必须多给他
们关爱，让他们既学到知识，又
感受到温暖。”

在那些偏远的乡
村和山区里，他们在简
陋的教室教书育人。他
们很平凡，他们又不可
或缺，他们的守望，为
乡村孩子擦亮启蒙的
眼睛，插上飞翔的翅
膀。

办公环境虽然差，
但没有挡住他们对教
育事业的热爱，面对孩
子们那一双双渴求知
识的眼睛，他们作出了
一个不变的选择：坚
守！

教师，就是留守娃的父母

姚建业在给学生们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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