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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始终坚守教育一线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

的农村孩子，都选择到城里读书。但在肥东县牌
坊乡的高塘学校六年级，却有一位比较特殊的学
生陈怡帆，家人把她从城里的一所学校，特地转
了过来。这又是为什么呢？

日前，记者在肥东县高塘学校见到了陈怡帆
同学的妈妈封女士，她说出了心里话，“高塘学校
不比县城的名校差，一样资源丰富，而且环境好，

我觉得更利于孩子的成长，更主要的是这里还有
像张老师这样的好老师。”

封女士口中所说的张老师，名叫张灵芝，现
年52岁的她，在农村教育一线工作了37年，如今
是肥东县高塘学校一名语文教师。

在平时教学中，张灵芝老师有自己的一套，
学生无论成绩好坏，她都坚持以表扬鼓励为主，
对症下药。组织开展学生间、小组间的互助互学
活动，让自己成为学生的朋友，教室变成学生的
乐园。 虽然教学经验丰富，但张灵芝没有停滞
不前，她高标准严要求对待自己，虚心向同行请
教，团结协作，教学相长。

“我从一名民办教师走到今天，少不了领导和
同事们的帮助，更得益于还有学生和家长的支
持。我充满了感恩之心。”谈及这么多年的坚守，
张灵芝说得很朴实，“我的工作很平凡，但是我热
爱这个职业，只要学校需要我，我会一直教下去。”

学生眼中的“妈妈老师”
无论在哪个学校，学生都爱上张灵芝老师的

课，在孩子眼里，张老师跟自己的母亲一样，既用
心又用情。

张老师带的班里有个叫钟盼盼的女生，学习
很好，可就是不敢发言，是班里有名的“胆小生”。
为了帮助盼盼练习胆量，张老师课下经常找她谈
心，鼓励她。她发现盼盼的英语很好，就在学校每
周一句的英语学习中，让盼盼带着大家朗读。渐
渐地，语文课上的一分钟演讲，盼盼也能大胆地走
上台来，学习成绩更是突飞猛进，还当上了课代表。

这样的例子在张老师身上很多很多。她的
尽职负责、无私关爱，感动了一届又一届学生，孩

子们亲切地称她为“妈妈老师”。
“教学无小事，育人需精心。看着孩子们成

长，我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这是张灵芝老师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也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
鲜活诠释。由于工作成绩显著，张灵芝所带班级
多次被评为肥东县先进班集体，个人多次被评为
市、县优秀教师。

邻里佩服的孝亲好榜样
出了校门，张灵芝在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眼

里，是个出了名的好媳妇，是孝亲敬老的好榜样。
结婚二十多年来，张灵芝一直和公婆一起生

活，同吃一锅饭，没红过一次脸，没让老人受过一
回气。婆婆患有严重的关节炎、椎间盘突出等多
种慢性病，洗洗刷刷的事情干不了，张灵芝全包
了下来。她还经常安慰老人：“家有一老，就是一
宝。有你在，咱们全家都有福。”

2008 年，公公因患胃癌需手术治疗。住院
期间，她一有时间就去医院照顾，送水喂药，端屎
端尿，同病房的病友都羡慕老爷子有福气，有这
样一个胜似闺女的好儿媳。

2013年12月，张灵芝的母亲突患脑梗塞，半
身不遂，不能说话，吃喝拉撒全靠别人料理。母
亲出院后，为了不影响工作和更好地照顾母亲，
征得爱人同意后，她毅然将母亲接到身边共同生
活，推着轮椅带母亲上班，给母亲穿衣、洗漱、喂
饭、按摩、烫脚……

在社区里，张灵芝也是个热心肠，谁家有了
困难，她主动跑东跑西，捐钱捐物，帮着解决。

2017 年 3 月，张灵芝被评为肥东县“三八红
旗手”。

用情教书，用心育人
她是学生眼中的“妈妈老师”

张灵芝，今年52岁，是肥东县高塘学校一名
普通教师。从教30多年，她兢兢业业，用情教
书，用心育人，是家长、学生和同事们公认的好老
师；她真诚待人，孝亲敬老，关心邻里，是一位名
副其实的好女儿、好媳妇、好母亲。

▋昂卫明 星级记者 刘海泉 文/图

带着遗憾开启教师生涯
9月1日是开学的第一天，在肥东县响导乡

赵亮学校，毛俊虎老师作为班主任，在给孩子
们上开学第一课。1962 年出生的他，清瘦的脸
上写满岁月的痕迹，曾经满头青丝，如今已是
头发花白。

眼前的赵亮学校，环境优美，教室宽敞，设施齐
全，对比32年前的上世纪80年代，毛俊虎思绪万千。

“我高中毕业后，没考上什么学校，心里总有
一种遗憾，为了弥补这种遗憾，我一心想办学、教

书。我的教师生涯是从高庄开始的，那是一个遗
弃的教学点，孩子们上学很困难，要走好几里路，
我回去以后把教学点修理完善，自己动手做课
桌、黑板，一下子解决了两个自然村20个孩子就
近入学的问题。”毛俊虎回忆说，在高庄他一待就
是 7 年，其间因为教得不错，中心学校想把他调
走，但是当地老百姓知道后百般挽留，他最终还
是留了下来。

“直到 1992 年暑假，一场暴雨过后，高庄的
教室倒塌了，我被乡教委调到了三户钟小学。”毛
俊虎说，在三户钟小学的七年里，他既当班主任，
又带毕业班数学、语文，同时还担任少先队大队
辅导员、教导主任、资料员，整天忙得不亦乐乎。
学校离家较远，但他从不迟到、早退，总是顾得了
学校顾不了家。

谆谆告诫桃李满天下
1999 年，乡里的赵亮学校急需一批骨干教

师，毛俊虎又开始“转移战场”。当时的赵亮学校
濒临倒闭，毛俊虎和同事们经过几年的努力，最
终才使学校保留并发展至今天。

“我一到赵亮学校，就带初一两个班语文，初
三两个班历史，还担任一个班班主任。我必须边
学边干，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因为过于疲劳，
一次在打开水时忽然晕倒，一瓶开水全倒在右手
臂上，严重烫伤，被连夜送到安医治疗。回来后
第二天，我走进教室继续上课了。”毛俊虎说，那
一段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忘。

教育不仅仅是传授书本上的知识，更是教做
人的道理。

毛俊虎带的学生中有一个同学叫余东海，
家庭困难，经常吃不饱，成绩也不好。毛俊虎把
余东海叫到家里，给他做了一碗蛋炒饭，谆谆告

诫他，不要泄气，人生的路有千万条，只要努力
了，都会有收获。

“余东海后来去当兵，退伍后在工地上搞管
理，经常给我打电话，跟我讲那碗蛋炒饭。”毛俊
虎说，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对学生的告诫多
得记不清，十几年后还记得他当年告诫的学生也
多得数不清。

光阴荏苒，一晃眼，毛俊虎在赵亮学校已教
了 18 年的书。当初刚进校园时，亲手栽下的一
棵美洲山核桃树，也从碗口粗长成合抱粗。

“他就是我们心中最美教师”
把校园当家，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几十年

如一日，毛俊虎的坚守和尽责，让身边的同事很
有感触。

“有的班级吧，有点刺头，其他老师不太愿意
带，他都第一个愿意去接手。不单单是教学，平时
在班级管理、思想教育这一块，他也都有自己的一
套。”年轻教师吴孝文最佩服的还是毛俊虎的“人
缘”，“哪怕是其班级的学生家长，包括小学部的家
长，到了学校来，他都非常的熟悉，哪个哪个学生
什么情况，也都了解，跟家长的交流很充分。”

“毛老师是和我一起进入赵亮学校工作的，
我们一起共事 18 年了。在这 18 年里，他一直从
事小学语文教学工作，担任班主任，虽然他没有
干什么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大事，但他把工作
中所有琐碎的事情做好，平凡的事情做好，其实
也就是不简单、不平凡。”对于毛俊虎的辛劳付
出，赵亮学校校长李德训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在农村从教 32 年，把青春年华留给了校园，把
朝气和学识留给了学生，把幸福和快乐留在了讲
台上。我们为毛老师感到骄傲和自豪，他就是我
们心中的最美教师！”

在农村教育一线一干就是32年，顾得了学
校顾不了家，顾得了学生顾不了自己，他从一个
朝气蓬勃、英俊健朗的小伙子，到头发花白、身
形消瘦的老教师，历经艰辛和困苦，也收获了幸
福和喜悦。一支粉笔、三尺讲台，成就了肥东县
赵亮学校教师毛俊虎的精彩人生。

▋昂卫明 星级记者 刘海泉 文/图

32年如一日扎根肥东农村教育一线
毛俊虎的“遗憾”与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