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辉 文/图

今年59岁的李兰亭，是叶县盐都街道胡
村小学的英语老师。提起这位从教42年的老
教师，叶县龚店乡蒋庄村村民赞赏有加：“这样
的老师，难找。”

宁可躺在课堂上，也不躺在病床上

9月5日上午，记者来到胡村小学采访，在
李兰亭的办公室里看到一份市第一人民医院
的诊断报告，诊断结果是心房扑动，诊断日期
是2017年8月23日。另外，李兰亭还患有肾囊
肿、低血压和眩晕症。前不久，医生要求他立
即住院治疗：“如果不立刻躺在病床上，很有可
能就会……”医生的话被李兰亭打断：“宁可躺
在课堂上，也不能躺在病床上呀。”最后，李兰
亭拿着一大包药品离开了市一院。

李兰亭心里明白，胡村小学近200名学生
需要他，至少目前，盐都街道中心校还没有多
余的英语老师派往胡村小学，“缺教停课，误人
子弟，我于心不忍”。

就这样，回到学校的李兰亭带病坚持给学
生上课。累了，就坐下休息一会儿；头晕了，就
扶着黑板站一会儿或抱着头蹲一会儿。学生
们看在眼里，给校长写信反映，校长催促李兰
亭抓紧治病，可他还是谢绝了众人的一番好
意，坚持上课。

李兰亭唯一的儿子在郑州工作，妻子徐女
士是一名退休教师，患有脑血栓。去年10月的
一天，独自在家的徐女士病情复发，邻居毛女
士发现时，她躺在地上，身体发凉，药品撒了一
地，手机丢在地上。毛女士立即拨打120，并与
另一位邻居一起把徐女士送入医院。

因抢救及时，徐女士转危为安。为了不耽
误上课，李兰亭请毛女士帮忙白天陪护妻子，
他下午放学后接班。20天后，徐女士出院。

昨天上午，谈到丈夫，徐女士颇有微词：
“这个人事业心太强，为了事业舍弃了家庭，学
生遇到他是万幸，我遇到他是不幸。”

创办学困生义务辅导站

蒋庄村党支部书记蒋军召9月5日告诉前
去采访的记者：“李老师经常来村里十字街口
给学生补课，从上午七八点一直补到中午。村
民留他吃饭，他不吃，这老师确实好。”来听课
的学生有胡村小学的学生，也有外校的学生，
从三年级到五年级不等，少则十几人，多则二
三十人，但不管是哪个学校的学生，只要想补
习英语只管去，李兰亭都欢迎。

谈及李兰亭，村民李兰芝、肖兰荣等人赞
不绝口：“逢周六周日来给孩子们补课，假期也
来，不要钱，这样的老师，难找。”

天气好的时候，李兰亭露天给学生补课，
遇到刮风下雨，蒋军召就把村委会的会议室门
打开，让他在会议室里继续上课。

蒋庄村委会大门口左侧写着“学困生义务
辅导站”几个大字。记者了解到，相邻的胡村、
水牛杜村和史堂村均有这样的义务辅导站。

李兰亭告诉记者，两年前的几件事让他产

生了创办义务辅导站的想法，其一是网传一学
生因辅导班交费而嫉恨老师事件；其二是他了
解到的一家超市老板为是否动用妻子的吃药
钱给女儿交补课费决断不下事件；其三是一个
学生为了节省五元钱补课费捡拾他人遗落食
品从而招致打骂事件。这几件事对他的触动
很大，曾经一度让他夜不能寐。因此，他决定
免费辅导学生，帮助那些学困生，也为家长减
轻一些负担。

2015年国庆长假期间，李兰亭放弃休息，
骑车近10公里先后到龚店乡蒋庄、水牛杜村、
史堂村及盐都街道胡村义务辅导村里的学困
生。从那时起至今，村民家的庭院内、树荫下
或村委会时时出现李兰亭义务辅导学困生的
身影。只要他一到村里，村民争相给他和学生
提供桌椅板凳，端茶倒水。临别时，有村民再
三挽留他吃饭，有村民送给他东西，还有村民
非要给他辅导费。李兰亭都一一回绝。原来，
他给自己定了“三不原则”，那就是给学困生补
课不收费、不收礼、不接受吃请招待。

胡村小学冯校长告诉记者：“李老师给学
生免费补课期间，家长给他沏一杯茶，他接受，
倘若递给他一瓶饮料，他就不接受了。”

冯校长说，李兰亭创办学困生义务辅导站
的事，他还是从上级那里了解到的。原来，李兰
亭的行为感动了学生家长和村民，他们将这件
事反映给了叶县有关领导，后来又反映到叶县
教育主管部门。

两年过去了，李兰亭坚持义务到四个村子
给学困生辅导英语，风雨无阻。“他的学生英语
成绩想考不好都难。”冯校长评价道。

拒绝高薪聘请，坚守三尺讲台

前不久，一家保险公司负责人慕名找到李
兰亭，想请他兼职，每周仅需工作一天，待遇优
厚。

李兰亭一口回绝了对方，明确表示：“这不
是钱的问题，问题在于我根本不可能抽出时间
来干这项兼职。现说，我咋向我的学生、同事
和校领导交代呢？这事儿我干不了。”

据了解，近几年，还有个别私立学校、英语
培训机构及民营企业负责人想高薪聘请李兰
亭做兼职，均被他一一拒绝。

李兰亭的一名同事告诉记者，李兰亭夫妇
工资不高，身体欠佳，看病吃药需要花钱，儿子
刚刚参加工作，面临结婚和买房，家中并不宽
裕。

对此，李兰亭告诉记者：“第一次站上讲
台，孩子们一双双纯洁的眼睛让我感受到了教
师职业的神圣与责任，几十年的教学生涯，在
孩子们求知若渴的目光中，每次出彩讲解，对
我来讲都是一种艺术享受。现在全国各地各
行各业的精英中，都有我的学生，他们是我的
骄傲，也是我创造的精神财富和间接物质财
富。”

李兰亭的辛勤付出，换来了社会各界的一
致好评。2016年8月，他获评“叶县2016十大
师德标兵”。同年11月，他被评为叶县素质教
育先进个人。近日，他被评选为“鹰城十大最
美教师”。

胡村小学教师李兰亭：

学生是我的精神财富

李兰亭给学生们上课 张浩在办公室里接受记者采访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虽然他是一校之长，但他从来没有
校长的样子，平日里除了授课，就是照
顾学生，与学生一起参加劳动。

他把教育作为一种信仰，甘愿做最
虔诚的坚守者，为山里的孩子播撒光明。

他身上的光环有很多：国家职业资
格高级培训师、郑州坤鹏教育金牌讲
师、平顶山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平顶山
市师德教育专家、平顶山市第四届名校
长、平顶山市优秀班主任、平顶山市师
德标兵、河南省骨干教师、平顶山学院
特聘讲师等。他还先后获得鲁山县第
14届优质课一等奖，平顶山市英语示范
课一等奖等荣誉。9月5日，冒着淅沥
的秋雨，记者驱车数十公里，前往背孜
第一小学，见到了这个被人称为“男
神”的张浩老师。

做最虔诚的坚守者

张浩今年38岁，坚守三尺讲台已
16年。

或许是上天的安排，张浩从小就对
教书情有独钟。

“2001年我大学毕业，市区一家单
位让我去上班，我没去，回村里做了一名
老师。”张浩说，他上大学时就喜欢做家
教，总感觉与孩子们在一起心里舒坦，而
且从小就想当一名老师。

为了讲好每一节课，张浩付出了很
多。夜深人静，他仍在备课。学生放学
后，他还在检查学生作业，总结每一个
学生的性格、爱好，以便因势利导，因材
施教。

2007年暑假，张浩曾去无锡打工，
公司给的条件是包吃包住月薪 5000
元。由于他工作努力，公司负责人重金
挽留。但张浩说啥也不同意，他心里一
直挂念着自己的学生，“一天不见感觉
缺点啥”。没等暑假过完，他便辞工回
了老家。县城一家私立学校找他当校
长，年薪10万，也被他婉言谢绝。

把关爱洒向每一个学生

2015年的一天，张浩不慎致一只脚
骨折。医生处理伤情后建议其休息，但
张浩想着学校缺老师，硬是拄着双拐走
进了教室。班上的62名学生看见他，
一齐鼓起了掌。

“当时我感动得想哭。我想，什么
都可以放弃，唯独不能离开这个课堂。”
张浩说，那时他接手的是整个年级最差
的一个班级。为了把学习成绩赶上去，张
浩给学生们讲道理，认真批改每一个学生
的作业，当面纠正错误，直到学生记住为
止。结果连张浩自己也没想到，期末考
试，他带的这个班成绩位居全乡第一。

去年寒假，班里一名赵姓女孩母亲

身患绝症，身有残疾的父亲不让她再上
学。张浩从中午一直劝说到天黑，并承
诺负担女孩的衣食住行和学习用品，感
动得女孩父亲泪流满面。

担任班主任时，张浩更是把学生的
饥渴冷暖时刻挂在心头。每天中午，张
浩坚持给学生盛饭，哪个学生饭量多
少，他心里一清二楚。

记者在张浩的办公室里看到，不足
20平方米的房屋，中间用窗帘隔着，里
边是一张不大的床，外边放着一张木
桌、一个茶几、一张四方桌、一台电扇和
一台旧电视机。

“他在我们学校当了8年校长，没
见他搞过一次特殊。平日除了去县城
开会，没见他请过一天假。”在背孜第一
小学教了20多年书的薛东亮老师告诉
记者，张浩从未把自己当校长，关心学
生，爱护同事。今年3月，他母亲因病
需要手术，由于学校教师紧张，他不敢
请假。张浩得知后主动找到他，给他批
假，说照看父母是尽孝道，至于课程，他
会和其他老师帮忙代替。说到此，薛东
亮眼睛有点湿润，他说，他从来没见过
这样的校长，下课时张浩和学生们一起
打扫卫生，假日里自己拿着笤帚把校园
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做思想最前卫的校长

虽是山区小学，背孜第一小学的教
学内容异常丰富。为让学生充分发挥
自己的特长，张浩坚持每学期举办一次
演讲比赛、一次作文大赛、一次小小金
话筒主持人大赛和一场趣味运动会。
他认为，教学不是培养书呆子，是要学
生们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
展，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
价值观，让他们能歌者歌之，能舞者舞
之。从2011年开始，学校还每年举办一
次美德少年评选活动，张浩自制了教材
《美德教育》，内容由敬老、尊师、勤学、
诚信、关爱等五部分组成，以故事的表
现形式，让学生从中接受美德教育。

为了让学生们把写字和立德结合
起来，张浩还在全校提出了“规规矩矩
写字，堂堂正正做人”的口号，大大提高
了学生们的书写水平。

付出总有回报。2015年，背孜第一
小学被授予鲁山县首批特色学校；2016
年被评为平顶山市德育先进集体。
2016年教师节，张浩作为平顶山市师德
标兵被我市有关部门表彰，并作了《把
教育作为一种信仰》的典型发言。他还
应邀到河南大学、许昌学院及宝丰县作
演讲，场场掌声雷动，并由此被人称为

“男神”。近日，张浩被评选为“鹰城十
大最美教师”。

“他是校长，自己还带了一个班，我
们当然不能落后。”张浩的一名同事说，
有这样的带头人，大家都累并快乐着。

背孜一小教师张浩：

把教育作为一种信仰

2017.9.8 星期五 编辑 王会静 校对 屈淑彩 E-mail：whj@pdsxww.comA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