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7 日，我们循着线索，来到位于大山中的
甘肃省陇南文县中庙乡茶园村小学，采访一老一
少两位“特殊教师”——一位是来自江南大都市的
年过五旬的志愿者，一位是具有西部贫困地区特
色的“特岗教师”。

茶园村地处甘肃省西南部甘、川、陕三省交界
的群山中，过去因交通极为不便，生产、生活水平很
低，如今虽温饱问题已基本解决，但仍是贫困地
区。2008 年“5·12”汶川特大地震，使相距不到
200公里的这里受到极大影响，尤其是本来就步履
维艰的村里小学校舍全部倒塌，孩子们无学可上。
2008 年底，几名来自北京和上海的志愿者来到茶
园村，把这里的情况告诉了更多富有爱心的人，虽
然该村当时只有 7 名适龄儿童和7名学龄前儿童，
志愿者们还是捐钱为这个村子重新修建了小学。
2010年秋季开学前，一所面积约600平方米、有12
间校舍的木质结构乡村小学建成。如果没有这所
村中小学，孩子们就得翻山越岭去乡里上学，路上要
走一整天。如果在乡上租房子供孩子上学，对于年
均收入很低的茶园村村民来说，无力承担。

校舍有了，最要紧的是师资问题。从 2010年
底开始到现在，茶园村小学有两位老师，负责教从
一年级至六年级的 12个孩子。

陆老师名叫陆燕，今年 55 岁，大学本科学历，
已退休，原为南京市某直属单位技术干部。2009
年她先是赴四川地震灾区做志愿者，2010 年底来
到更需要老师的茶园村义务支教。两年多来，村
里的男女老幼从初识到敬重，“志愿者陆老师”在
村中的口碑远近闻名。

小赵老师名叫赵阳春，今年25岁，师专数学专
业学历，来自陇南宕昌县。他的家乡也是贫困县，他
是作为“特岗教师”分配到茶园村小学做老师的。“特
岗教师”是国家主要针对西部及边远贫困地区师资
紧缺的义务教育阶段而设立，旨在逐步解决农村中
小学校师资力量不足等问题。

两位年龄相差 30 岁，经历、阅历迥然不同的
老师两年多来在这个偏僻的贫困山村做到了什么
呢——

我们看到孩子们到学校时，家长总是给他们
穿上最漂亮的衣服，个个干干净净，个个开朗活泼。
数位家长共同谈到了一点，以前因为穷，对孩子受教
育没看得很重。陆老师走家串户跟大家聊，讲孩子受
教育的重要性，有知识、有理想、有追求才能改变命
运。后来，家长们发现自己的孩子从学校回家后，越
来越懂礼貌，越来越渴求知识，对外面的世界知道得
越来越多，家长们对“甘愿来这里吃苦”的陆老师自然
也就越来越信服，越来越敬重。随着茶园村小学的教
学质量与考试成绩在乡、县名列前茅，得到了县乡教
育部门的大力扶持。老师、学校在村民心目中的地位
节节攀升，陆老师、小赵老师在村中特别受尊重。

我们看到两位老师都住在学校的木板屋宿舍
里，生活用品已简单到最低程度，但他们却想方设
法为学生改善学习、生活环境。陆老师的亲朋好
友和各地富有爱心的人为学校提供了免费午餐的
经费，为学校捐赠课桌课椅，为学校小图书馆捐赠
书籍，她在北京工作的女儿每次来探望母亲，必带
学校急缺的学习用具来。小赵老师买了辆二手摩
托车，为学校的大事小事，他经常要翻山越岭跑乡
上、跑县上，还要送路远的学生回家。在同龄人
中，小赵老师显得更稳重、更成熟，他这位“特岗教
师”名副其实，把所有能做的工作都视为己任。

⋯⋯
陆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极少谈及自己，她认为

志愿者是做公益服务的，无偿、利他是基准点。
说到学生，她动情了：“我刚来时给学生出了个作
文题‘你心中最美的地方是哪’，一个学生写道

‘我心中最美的地方是广元的地下室’。广元是
邻省四川的一个市，这个孩子跟着爸爸第一次走
出大山到了广元，因为穷只能住在地下室，但在
他眼里那已经是最美的地方了，因为那是孩子第
一次走进城市”。“我们的学生特别质朴，特别善
良，也特别可爱，为了他们，你必须做点什么。”

小赵老师在接受采访时毫不隐讳自己的志
向，早晚要走出去。“我没见过大海，我年轻，要走
许多地方，要见识更多的东西。但现在我是这里
的老师，我们的学生特别好、特别好，现在我离不
开他们。”他有一个秘密，女朋友曾经也是茶园村
小学的“特岗教师”，小赵老师的爱情在这里萌发，
他认为女朋友那时做得比他强，“我得超过她，要
不然对不住人家，是吧”。

不过，在我们到达该村采访时，感觉到村里人
正在筹划着什么，已经考完试放了假的孩子们更
是整天在学校里围着陆老师转。原来，陆老师在
南京的家去年夏天因漏雨而必须维修，她准备回
去照看一下。毕竟是 55 岁的人了，她想利用这段
时间回家修整一下，可能要今年夏天才能回来。

1 月 9 号上午，陆老师准备启程，茶园村的老
老少少都来了，送行方式与这里的民风一样质朴、
真诚。我们的镜头跟踪拍摄了一路，请看图片。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刚回到北京就接到陆老师的
电话，她很激动：“那天送我的车刚上公路，孩子们
和家长们的短信就一个劲响，‘陆老师您哪天回来
呀’、‘陆老师我们等您’⋯⋯”

陆燕老师当志愿者已

经 3 年，从江南繁华的大

都市到偏远的甘西南贫困

山村，她恪守志愿者的理

念，与学生和村民们在感

情上已难舍难分。

赵阳春老师总想能走

出大山见世面。但两年前

陆老师的到来，使身为贫

困山区特岗教师的他坚定

了一个想法：无论如何，要

先把这里的孩子们教好！

我们在茶园小学为学生、学龄前儿童、学生家长、乡村干部与陆老师和小赵老师拍了张合影。我们问孩子们平常怎样跟老师打招呼，没想到此时所有人一起喊“老师好！”我们在茶园小学为学生、学龄前儿童、学生家长、乡村干部与陆老师和小赵老师拍了张合影。我们问孩子们平常怎样跟老师打招呼，没想到此时所有人一起喊“老师好！”

陆老师行前向小赵老师一

一叮嘱着大事小事。他们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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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陆老师两年前来时为学

生们拍的第一张照片。

陆老师行前给分属 4 个不

同年级的同学上语文课，她向

孩子们强调学习语文的要点是

“朗读、想象、理解、感悟”。

左图 孩子们知道这是陆

老师本学期教的最后一堂课，

一向热闹的教室里今天鸦雀无

声，泪水在他们眼眶里转⋯⋯

右图 住在学校旁边的贾

大爷来看望陆老师，话不多，但

这几天几乎每天都来。

左图 小赵老师在电脑中

详列他与陆老师共同制定的下

学期教学计划。桌上那幅照片

中间的姑娘是他的女友，过去

也是这里的特岗教师。

右图 在村中几个学生上

学必经的那条河上募捐建座

桥，是陆老师的心愿。

左图 道别那天，小赵老

师送陆老师上车，但沿途被乡

亲们一次次拦下，送上花生、鸡

蛋、橘子⋯⋯

右图 车在数公里外的沟

口公路旁再次被拦下，县教育

部门的同志在寒风中等候了一

上午，专程向陆老师表达敬意。

群山怀抱中的茶园小学。

陆老师、赵老师⋯⋯师⋯⋯
——甘肃陇南文县中庙乡茶园村小学采访录小学采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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