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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不愿来，来了留不住，老人干不了，你说咋办？”由于乡村教师待遇不高，升职渠道窄，本报日前曾报道农村学学校招聘困
难。记者实地调查发现，青年农村教师转行离开农村的不在少数，不少学校只能靠教学水平跟不上且年龄偏大的老师勉勉强上课。

因为留不住年轻人，农村教学水平下降，不少孩子跟着父母转到城里上学，而那些家庭条件差的只能留下，这导致即便便是同村
人，受教育水平差距也越来越大，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编者按

本报记者 王兴飞 程凌润
实习生 张瑞

教师“夫妻档”多了

对稳定队伍有好处

47岁的刘春海是腰关中学
的一名数学教师，1989年开始当
起了“教书匠”，今年已是他工作
的第26个年头，当年还是年轻小
伙的他如今已两鬓微白。

1993年，25岁的刘春海结了
婚，他的妻子是晚一年来学校参
加工作的语文教师陈翠红。如
今，连同刘春海夫妻俩在内，学
校现有的44名教师中就有15对
夫妻。

“让我当媒人的有三对了。”
腰关中学校长张德生说，青年教
师在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之后，往
往请他当“媒人”以示程序。实际
上，张德生的妻子也曾是这所学
校的教师。

“教师结为夫妻，对于稳定
教师队伍有帮助。他们在生活上
相互照顾，还能方便教学、提高
教学质量。”张德生说，教师联
姻，学校也乐见其成，还为这些
夫妻教师提供了免费的周转房
以稳定生活。

“两口子彼此了解，教学方
面 的 问 题 相 互 指 正 ，共 同 进
步。”腰关中学教师王平说，同
事说问题时往往比较含蓄，夫
妻之间则会一针见血。正是在
这种氛围中，王平的妻子王风
华被评为莱芜市首届最美青年
教师。

张德生说，老师结为夫妻的
现象在其他乡村学校同样常见。
莱芜市莱城区寨里镇一所中学，

“大约有三分之二的教师是夫
妻，老教师社会接触少，大多是
工作后经人介绍，年轻教师结合
则一般是自由恋爱。”该校一名
教师称。

“这里远离市区，位置较偏，
老师是有编制的，也想找同样在
编和工作稳定的对象。”张德生
说，腰关距离莱芜城区有60多里
路，若教师在市区找对象，往返
学校和城区生活很不方便，但山
区乡镇里条件相仿的适龄青年
又不多，教师择偶的选择面就比
较窄了。

“镇上单身的不多，既要年
龄合适，又要各方面合得来不好
找。”目前，腰关中学还有两名教
师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虽然
是一男一女，但两人年龄差距有
些大，没办法撮合。”张德生说，
近几年出现的新现象是，新招的
教师大都已经有了对象，很多人
是婚后考教师。

让张德生自豪的是，近年
来，学校没有一名教师通过借
调、考试等途径流走。由于大部
分老师都是本地人，有的教师甚
至就出自学校所在乡镇，地缘关
系和工作后搭建起来的家庭关
系让教师群体异常稳定。

虽然工资比市区高

至今无“90后”愿来当老师

来自校方的一份分析显示，
腰关中学现有4个年级11个教学
班，学生448名，全校44位老师都
有编制，除信息技术课程由两名
文化课老师兼职外，在师生比和
编制上远比市区学校有优势。

44名教师中，50岁以上有6
人，40岁至50岁间有17人，30岁
至40岁16人，30岁以下5人，学校
教师结构尚不存在老龄化的问
题。受惠于教育部门对乡村教育
的重视，学校添置的大鼻子校车
就有五辆。

“同级职称相比，乡镇学校
教师比市区教师多拿一份岗位
补贴，教龄长的拿得多，今年起
新教师也能拿到315元的岗位补
贴。”张德生说。

以去年上岗教学的彭亚文
为例，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加上
岗位补贴，月均3000元，学校还
为其解决住房问题：一间建于上

世纪60年代前后的平房。
“新教师中有不少人是冲着

编制考教师，考了很多年才考
上。”令张德生遗憾的是，近几年
入职的新教师多是教育局组织
的教师招考中服从调剂的生源，
学校至今也没有招进一名“90
后”的应届本科毕业生。

尽管工资上涨了，编制问题
也解决了，乡村中学对应届本
科毕业生仍旧没有吸引力。为
了在城市扎下根，市区学校聘
任制教师让为数众多的毕业生
挤破头。

“聘期三年，第三年开始可
以和新晋编制教师拿同等工资，
但没有福利保险，课时费照发，
算起来比正式的每个月少一千
来块钱。”经历了简历、面试、笔
试、试讲四关，在淘汰了上百名

毕业生后，大学生小王成功和重
庆一所重点中学签了协议。双方
约定，如果三年内小王考取了该
校的教师编制，学校一次性支付
一定数量的“安家费”。“就当给
自己三年时间考编制吧。”小王
说。

张德生说，学校教育的关键
是教师队伍，如果学校不增强对
年轻教师和优秀毕业生的吸引
力，农村基层教育仍将面临困
局。

以前艰苦但快乐

现在职业荣誉感下降

基层教师的收入水平2000
年以后不断上扬。2004年起，乡
村教师工资迎来了三连跳。2014
年教育部门开始发放乡镇教师

岗位补贴。连同职称工资、教龄
和补贴，作为中学一级教师的刘
春海每月可以拿到4200多元，这
和莱芜城区商品房的均价已相
差不多。

提起上涨的教师待遇，在经
历一番讨论后，腰关中学的教师
们陷入了短暂沉默。

“在我刚工作的1989年，工
资是126元，每个月补贴30斤白
面票。”提起当年，刘春海记忆犹
新，当时腰关还是一个独立乡
镇，到莱芜城区的公交车单趟收
费就达1 . 9元，扣掉必要的生活
费，剩下的工资坐车都得精打细
算。

尽管收入不高，但对于依旧
在田地里和庄稼打交道的绝大
部分村民来说，乡村教师却是为
数不多的“吃公家饭的人”。村民

信赖教师、尊敬教师，教师也在
教育岗位上不遗余力。

腰关中学校门前有条小溪，
15年前，小溪上只有一座碎石铺
砌的小桥，一遇雨水，整个小桥
就覆没在暴涨的溪水里。刘春海
至今记得，刚参加工作的两年，
他在乡镇下辖的一所村小学教
书，一次学校联考中适逢小桥被
雨水淹没，刘春海挽起裤腿，背
起一个个学生送到对岸，考完后
又依样背回来。

“那时候是艰苦，但工作很
快乐。”刘春海说，那时，家长见
了老师都谈孩子在学校的表现，
如果成绩不好，家长还会支持老
师对孩子加强指导并配合管教。
而如今，家长和老师的交流变少
了，他们更关注的是“学校有没
有乱收费”、“老师有没有体罚学
生”。

“春节后和同龄人聚会，很
多人成了大款、二款，不少人还
承包起动辄上百万的工程。”刘
春海吸了口气讲到，当年他考入
莱芜师专时还是贫穷村子里同
辈人中的佼佼者，而如今形势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年轻人最
为关注的是赚了多少钱，而不再
是孩子的教育。

“坐城乡公交时，偶尔会有
村民站起来让座，他们大都是学
校以前培养出来的学生。”张德
生说，遇到这一幕，才能再次感
受到教师职业的光荣和满足。

乡村教师与村民

交集日渐减少

对于家长以外的村民，与乡
村学校、教师的交集越来越少。
出于节省教育经费、集中力量办
好学校的目的，撤点并校的大潮
一度覆盖广大农村，很多村庄一
夜之间失去了学校这个“文化符
号”。

刘春海参加工作时挂职的
那所小学也消失了。原腰关乡下
辖的26个村庄如今仅剩六所小
学。村庄里没有小学、又没有上
学孩童的农村家庭已经和学校
彻底陌生起来。

腰关中学校门口东南角矗
立着一座“赤诚奉献、恩泽后代”
的捐建教学楼的功德碑，功德碑
上铭刻着近400名捐款200元以
上的村民姓名，立碑时间为2000
年8月。如今，这座代表当年村民
和学校密切无间的石碑已然斑
驳。

“一年去不了几次学校，除
非有娃娃上学。”腰关村街道上
一名高姓村民表示，教学楼盖好
后，村民和学校的来往变得越来
越少了，以往在校门口听溪水哗
哗响的日子已经消失。以小溪为
界，学校和乡村成了两个不同的
世界。

当乡村教师苦守着多年的
清贫度日时，从劳作了几辈子的
土地上走出来的村民陆续发家
致富。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在
乡村里衡量一个人是不是“能
人”的标准是赚钱的多少。

“上大学也不一定能挣到
大钱。”一名村民表示，村子里
走出去的大学生因为找不到工
作又回家混日子的、大学生挣
的钱不及五十岁的民工挣钱多
的现象都有。对习惯精打细算
的村民而言，上大学没能谋得
好出路，却掏光家庭积蓄并不
划算。

在只要勤劳就能挣到钱的
社会里，村民对孩子考大学改变
命运的期望已不再热切。

事实上，吃住教在学校的教
师也已很少和家长以外的村民
打交道，交际圈子更加紧缩。和
村民日益缺少共同话题的教师，
大都在市区购买了楼房，尽管周
一到周五在学校上课，但几乎每
个周末，他们都带着孩子回市
区，在那里，他们给孩子报了书
法、美术、围棋等特长班来弥补
和市区学生的差距。

身为教师，他们懂得市区与
乡镇的差异。

4444名名乡乡村村教教师师
1155对对是是夫夫妻妻

难在市里找对象，主要靠内部解决

虽有政策倾斜，年轻老师仍不愿来

腰关中学部分夫妻教师合影。本报记者 程凌润 摄

在莱芜市莱城区东北部60余里的矮山窝里，绵延两千多年的齐长城脚下，有着
一所名为腰关中学的乡村学校。在夏天低两度冬天天更寒的山区环境里，44名男女
教师中先后有30人结成夫妻依偎取暖。

靠着教师编制和财政拨付对乡村基层学校的倾斜政策，腰关中学教师流失还不
算严重。学校教学质量提升了，教师生活也不再如往日般清贫，但乡村学校仍难以吸
引优秀应届毕业生，曾是乡村文化建设高地的学校和乡村社会的疏离感日渐加剧。

夫妻教师一起听课并探讨教学业务。
本报记者 程凌润 摄

莱芜市莱城区腰关中学外景。
本报记者 王兴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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