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6岁退休老教师义务辅导，家长志愿者轮流值班

空空巢巢村村里里的的““四四点点半半学学校校””
文/片 本报记者 张超

一年间，20见方的旧宅被修葺一新，添置了新的桌椅与读物，空巢村里建起了“四点半学校”，课后无人看管的孩子有了新去处，，安静
的书写代替了以往的喧嚣与打闹，76岁的退休老教师义务重返课堂，为孩子们解疑答惑，“四点半学校”成了全村学龄孩子们课后的第二
课堂，也成为临近几个村子口口相传的佳话。

孩子放学后的“第二课堂”

下午四点，位于聊城市高新区张庆
雨村的老人们自觉把牌桌从活动室搬
到数米外的阴凉处，对全村老少而言，
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也是对“四点半
学校”一种无声的支持。76岁的张观文
早早来到这间20见方的“学校”，齐整书
桌，打扫卫生，规整教室，即将迎来放学
的孩子，从这一刻起这里成为“四点半
学校”，成为全村所有学龄孩子放学后
的新去处。退休多年，张观文再次重返
课堂，为这群孩子义务教学。

“张庆雨村是个典型的空巢村，村
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孩子都由老
人们照顾，孩子们放学之后的管理成为
众多家长的难题。”聊城市司法局“双联
共建”第一书记兼张庆雨村党支部书记
王春庆直言，要想从根源上摘掉省定贫
困村的帽子，要从孩子入手，扶贫先扶
智，治贫先育人，王春庆到任后决心为
村里学龄孩子建一所课后学校，让孩子
们放学后有地方安心学习，解决外出务
工家长的后顾之忧。

为了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良好的学习
环境，王春庆来回奔走，争取资金，将村
内三间废弃房屋整修一新，建立了张庆
雨村“法治文化活动中心”，配齐了桌椅、
电灯、电扇等配套设施。中心实行一室两
用，白天是老年人活动室，下午4：30以
后，活动室成了孩子们的自习室。“让我
们非常感动的是，一到下午4点，老人们
都会自觉离开，为孩子们提供一个安静
的学习环境。从思想上提高村民对教育
的重视，这正是我们想看到的。”王春庆
说道。

如今，这里被村民们亲切地称为
“四点半学校”，房屋内外粉刷一新，墙
上张贴着醒目的规章制度，屋里配备整
齐的桌椅和崭新的书籍，尽管地方不
大，但散发出浓厚的学习氛围，每到下
午五点，全村所有学龄孩子准时到此，
自觉地找位置坐好，安静地自习作业，
与以往喧嚣打闹的情景相比，作业本上
沙沙的落笔声让全村老少欣慰不已。

退休老教师当起课外“辅导员”

有了学习的去处，物色一位责任心
强，有教学经验的“大家长”摆在首要位
置，从韩集乡南学区中心小学校长任上
退休的张观文成为“四点半学校”的第
一人选，当王春庆提出想法时，张观文
一口答应，并提出两个要求：第一，家长
们要信任我。第二，我辅导功课全部免
费，不收一分钱。这样干脆的答复令王
春庆没有想到，一直记忆犹新。

从学校启用至今，张观文从没请过
一天假，每天早早来到“学校”，等着孩
子们的到来，从最简单的笔画，到数学
题的解答，从田字格到试卷，张观文都
手把手的指导孩子作业，为了更好地呈
现笔画结构和解题思路，张观文在教室
正中央挂上了一块小黑板，边写边讲。
尽管房间不大，从安顿好孩子们的座
位，到检查完每一个孩子的作业，一套
流程下来，往往需要近一个小时的时
间，这其中，张观文来不及坐下喝一口
水，乐此不疲地为每一个孩子解疑答
惑，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孩子让我看作业本上老师的留
言，说作业进步很大，还请继续努力，我
就有种说不出的高兴。”张观文微笑直
言，对于每个孩子的成绩，张观文如数
家珍，每一点的进步都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并鼓励孩子们继续进步，写对一
个字，做对一道题，受到学校老师的表
扬，孩子们都会骄傲地给张观文“报
喜”，而这种微不足道的的喜讯，也成为
张观文一直坚持下来的动力，在张观文
看来，这是退休后感觉最有意义的一件
事，就像盼着自己的孩子放学归来一
样，也成为每天的习惯。

因为课程作业进度不一，高年级的
孩子往往走得比较晚，在教室里一待就
是几个小时，张观文一刻不离教室，坚
持送走最后一个孩子，吃晚饭的时候经
常到了晚上七八点钟。这被女儿称为“职
业病”，但张观文从无怨言，乐此不疲。

“我干了一辈子教育，甘愿为村里的孩子
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只要我能走进教

室，我就一直干到底。”张观文说道。

家长志愿者轮流“值班”

与王春庆一道，作为“四点半学校”
发起人的张庆雨村村主任高广超在学
校落成的第一时间，把上小学一年级的
儿子送到这里，随后妻子也主动申请，
成为学校的第一位志愿者。“孩子写字
的一些坏习惯被彻底改掉，笔画顺了，
字写对了，孩子受到老师的表扬，我们
家长也很欣慰。”高广超说到，近一个月
的学习，不少家长都感受到孩子在学习
习惯上的变化，“四点半学校”的价值随
着时间的推移也在逐渐显现。

从起初的几个孩子，到眼下的座无
虚席，以往喧嚣打闹的街道，安静许多，
全村学龄孩子无一遗漏，全都成为“四
点半学校”的学生，完成课程作业的同
时，开始逐渐养成阅读的习惯，百家姓、
三字经、百科图书成为孩子们的兴趣读
物，这种彻底的改变成为临近几个村口
口相传的佳话，不少附近村上的孩子慕
名而来，张观文和“四点半学校”的名声

也越传越广，这个20见方的小学校成为
孩子们争相前往的好地方。

“初中以上文化水平，时间允许的家
长自愿报名来‘学校’当志愿者，帮助老人
分担压力。”如今的“四点半学校”不仅仅是
张观文一个人的课堂，考虑到老人的年龄
及身体状况，村两委号召条件允许的家长
志愿者来学校帮忙，帮助张观文维持秩序，
迎送学生。一时间，不少家长主动报名，自
愿成立了“庆雨志愿服务队”，王春庆编排
了值班表，周一至周五，值班家长的名字张
贴的门窗上，每个值班家长准时到校，协助
张观文照顾孩子，辅导功课，送孩子们回
家，用实际行动支持学校正常运转。

“四点半学校”的开办得到了韩集
乡的大力支持，学校落成的第一时间乡
政府为学校购置了价值7000余元的教
辅书籍。据乡政府工作人员介绍，韩集
乡将以张庆雨村的“四点半学校”为试
点，在全乡范围内大力推广“四点半学
校”，并加大投入，为学校购置儿童读
物、书法、美术、舞蹈等教学设备，切实
保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

高新区韩集乡张庆雨村的“四点半学校门口张贴着家长志愿者值班表。

张观文检查学生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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