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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小也能出“学霸”

乡村六老师和他们的“袖珍”学校

03

教育

MARKET��INFORMATION

2025-4-17���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李旭苗 制作 李旭苗 电话：0351-�4048890

这是一所特别的学校， 最大的特

点就是人少，全校只有

6

位老师和

2

名

学生。 生源最多时候，学校有

600

多名

学生和十多位教师， 教学质量更是远

近闻名，曾经被评为“温馨村小”。 今

年，学校里只有

2

名学生在读。

6

位任

教老师中，有

4

位是长春岭村本村人，

他们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二十多年。 这

所学校， 就是吉林省德惠市长春岭村

小学。

“袖珍”学校开学第一天

豪华顶配教师阵容上岗

新学期开学第一天， 吉林省德惠

市长春岭村小学举行了升旗仪式。 学

校的全部师生参加了升旗。 与一般小

学不同的是，长春岭村小学只有

2

名学

生和

6

名教师， 是一所“袖珍” 的学

校———乡村教学点。

在空旷的教室里，一场堪称“豪华

顶配”的课堂教学活动开始了。

一天之中，

6

位老师要给这两个孩

子上

12

堂课。 而面对“六对一”的“热

情攻势”，孩子们一会儿挠挠头，一会

儿瞪圆眼，就是不能溜号。

国家规定一个小学生要上

14

门

课，所以对于这

6

位老师来说，他们要

完成

14

门课的教学工作， 其实并不轻

松，每位老师都承担着两个教学科目。

每天午休的时间， 是长春岭村小

学最热闹的时刻， 师生之间亲如一家

的温情，是两名学生最开心的时光。

对这两个孩子而言， 老师们是师

长，是玩伴，有时还是饭桌上的亲人。

当知识用乡音传递， 空旷的教室里也

有了一些温馨和欢乐。 现在

6

位在岗

的老师中，有

4

位是长春岭村本村人。

年少时，他们曾是坐在教室里的孩子，

长大后，他们又回到这里，成为讲台上

的点灯人，这根接力棒，一传就是几

十年。

长春岭村小学的校长赵永和王艳

秋老师是一对夫妻。

12

年前，因为孩子

考上县城的初中， 王老师一家搬到县

城居住。

他俩都是长春岭村本村人， 中师

毕业后， 两人一起回到长春岭村小学

工作。 转眼间，两人在长春岭小学工作

了

27

年。

县城距离长春岭村小学有二十多

公里，路况并不好，每天他俩都得开车

四十多分钟才能到达学校。 赵校长的

桌子里的老照片，记录着学校的历史。

由于办学质量有口皆碑， 长春岭

村小学曾被教育部门评为“温馨村

小”。 村里的几代人都在这里读过书，

其中也包含现在任职的

4

位老师。

吉林省德惠市长春岭村小学教师

王艳秋：我那时候就想还得是上学，必

须好好学习，我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所

以我也希望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地方的孩子也能走出去看一看。

如今，即便学校里只有两位学生，

老师们依然以全部的热忱对待工作。

上个学期期末考试， 三年级的娄浩宇

在整个乡里

100

多个孩子中， 成绩排

到了第三名，为长春岭村小学争了光。

而五年级的高国家虽然成绩没有娄

浩宇那么好，但是他也非常要强肯学。

老师们的严格要求并没有换来学

生的抵触情绪， 相反这两个学生对老

师们的评价都很高。

用爱点亮希望

根植乡土守望未来

在这个师生比例悬殊的村小课堂

上，藏着最动人的师生情。 长春岭村位于

山岭之上， 每天为了学校里的这两位学

生，

6

位老师都要一路奔波赶来这里。 有

人说， 这两个学生不能去镇上的中心小

学上学吗？ 那里的学生更多，教学设施也

更好。

记者了解到， 长春岭村是距离大

房身镇中心最偏远的村庄 ， 距离镇中

心小学有十五公里左右 ， 沿途道路崎

岖 ， 即便开车也要穿过多个村屯 ，再

经过一段省道才能到达 。 如果孩子徒

步上学， 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目前

在读的这两位学生的家里都有实际困

难 ， 考虑到这些情况 ， 教育部门保留

了这个教学点。

娄浩宇的爸爸两年前经历了一次车

祸，现在没办法干重活，而娄浩宇的妈妈

有小儿麻痹症，也不能干重活，娄浩宇还

有三个在读书的姐姐，个个成绩优异。 这

一家属于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政策重点

帮扶的家庭。

在爸爸的农用小三轮上， 娄浩宇要

颠簸半个小时才能赶到学校。

长春岭村小学的另一名学生高国家

是留守儿童，他的生活由

70

多岁的爷爷

奶奶照顾。 老人身体不好，实在没有能力

每天接送孙子到镇上上学。

2024

年

7

月的一场暴雨 ，校园积

水严重 ， 而学生们回家的路上要经过

一座桥 。 为了保障两个孩子的安全 ，

老 师 们 冒 着 大 雨 护 送 这 两 个 孩 子

回 家。

这几天， 娄浩宇的爸爸突发脑梗住

院，病情危重，他妈妈在医院陪护 ，他每

天由姑姑临时接送。

娄浩宇的爸爸还要面临着漫长的康

复， 而他的母亲有小儿麻痹症， 腿脚不

好，无法接送他上下学。

吉林省德惠市长春岭村小学教师

王艳秋：我觉得保留乡村教学点，对于大

多数家庭来说，有没有都可以，但是对于

极特殊的孩子，接受教育距离远了，它就

是个问题。

在长春岭村小学的

6

位老师中，有

4

位是长春岭村本村人。 学生少了之后，老

师们本有机会调走， 但是他们还是选择

坚守在这里。

吉林省德惠市长春岭村小学教师

时德锋： 我在这块已经可以说是工作了

得大半辈子了， 现在我们就是尽量把这

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搞上去。

吉林省德惠市长春岭村小学教师

宋桂平：我会把我所学的知识，就是学生

感兴趣的，毫无保留地教给孩子，站好我

自己的最后一班岗。

用心用情尽本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据记者了解，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德

惠市村级教学点生源逐渐减少。 当地教

育部门为“保障义务教育全覆盖 ”，制定

了过渡期动态调整的管理策略。 去年，长

春岭村小学有三个孩子升入初中， 有老

师被调去支援镇中心小学。 这个办法既

解决当下小规模学校的困境， 又为未来

乡村教育预留调整的空间。

时代奔涌向前，乡村的面貌在变，教

育的形态在变， 但乡村教师的身影始终

不变。 他们就像山间的老树，根系泥土，

默默守护着一代又一代嫩芽。 我们看到

他们或许没有先进的教学设备， 但有一

笔一画写满黑板的认真， 或许没有轰轰

烈烈的壮举， 但有暴雨天一定要护送孩

子回家的传承。 用心用力用情尽好本分，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这是六位乡村老师

保持的初心，也是他们坚守的本真。

（据央视新闻）

四川泸州：乡村女子学堂让茶产业“香飘万里”

四川省泸州市“乡村振兴 女子学

堂” 普照村教学点聚焦该村茶叶特色

产业发展需求和农村妇女兼顾农忙与

学习的实际需求， 分批次开展小班化

培训模式，目前，已连续开展

6

期茶叶

采摘与制作技能培训， 累计培训妇女

群众

100

余人次。 如今，普照村采茶季

时， 每年解决临时就业近

5000

人次，

采茶群众日收入

120～300

元不等，有

力助推了当地茶产业提质增效。

“采收茶叶时选择‘一芯一叶’的

茶叶，这样的茶叶炒出来味道更清香。

采收后的茶叶需要仔细清洗， 去除隐

藏 在 叶 子 中 的 小 虫 子 、 碎 屑 等 杂

质 ……”四月，正值春茶采摘的黄金时

节，在普照村“乡村振兴 女子学堂”的

茶叶采摘培训课堂上， 打古镇种茶致

富带头人、同时也是普照村“茶科技特

聘讲解员”的孔令虎，细致讲解着采茶

关键要点。 台下，采茶妇女们全神贯注

地聆听讲课内容， 还不时与讲解员互

动交流，现场茶香袅袅萦绕，气氛活跃

而温馨。

四川省泸州市纳溪区打古镇地处

纳溪普照山南部深丘地带， 平均海拔

750

米，森林覆盖率高，为茶叶生长提

供了不可多得的自然环境。 当地村民

素有种植茶叶的传统， 制作的高山云

雾茶深受识货茶客青睐。

近年来， 打古镇立足自然环境优

势，大力发展茶叶产业，在普照村共发

展茶叶种植面积超过

3000

亩。

分批次小班教学“持家、增收、学

技”三不误

3

月以来，泸州市“乡村振兴 女子

学堂”普照村教学点，聚焦该村茶叶特

色产业发展需求， 分批次开展小班化

培训模式，因课程内容精准、课时安排

灵活等特点，很受当地妇女欢迎。

目前， 已连续开展

6

期茶叶采摘

与制作技能培训， 累计培训妇女群众

100

余人次，有力助推了当地茶产业提

质增效。

“我们将全镇留守妇女登记造册，

根据自愿参与、 重点帮扶的模式确定

参与培训人员。 ”普照村驻村工作队队

员孙小燕表示，为提升培训实效，普照

村教学点依托打古高山云雾茶妇女居

家灵活就业基地，采用“小班化”教学，

每期学员控制在

10～20

人之间，确保手

把手指导、一对一答疑。

课程内容涵盖茶叶采摘标准、 制作

工艺、品质鉴别等实用技能，通过理论讲

解、田间实操等环节，并穿插茶树栽培管

理、电商销售等延伸知识，帮助妇女群众

从“会采茶”向“懂技术”“懂销售”转变。

而针对农村妇女兼顾农忙与学习的

实际需求，教学点采取“分段式”培训，将

课程安排在农闲时段， 结合茶场采摘节

点，分批次组织学员参训。 孙小燕详细介

绍，比如上茶山采摘前，学员可自由组合

成

10

人左右的采摘小组，参与采摘标准

和采摘技巧培训。 集中交茶后，又可及时

到茶叶制作实操车间学习“米心茶”“毛

峰”等茶叶制作工艺，实现“持家、增收、

学技”三不误。

3000

余亩茶田 助力村民持续增收

在普照村， 依托

3000

余亩茶田，制

茶 与 采 茶 均 是 当 地 村 民 增 收 的 重

要 途 径。

培训赋能村民，助力持续增收。“学

了新技术，采茶速度更快了，采的茶品质

好，交给老板的价钱也高！ ”参训村民王

天江说。

采茶则进一步解决了就业， 成为当

地有效的增收途径。“这个月我摘了

23

天的茶叶， 平均每天可以赚到

180

元左

右的采工钱，还是很不错的。 ”普照村妇

女陈小红在领到当天

164

元的采茶工钱

后高兴地说。 孙小燕介绍，目前，普照村

采茶季时，每年解决临时就业近

5000

人

次， 采茶群众日收入

120～300

元不等，

各大茶场和种植大户发放采摘费近

300

万元。

据悉， 在脱贫攻坚迈向乡村振兴的

征程上，打古镇因地制宜，制定了“成百、

上千、破万”茶产业规划，招引多家企业

在普照山示范种植、建设茶叶加工厂，采

取“公司

+

集体

+

茶农”发展模式，并大

力开展“茶科学”业务培训，带领当地妇

女在家门口就业，实现增收致富。

“我们将持续办好‘乡村振兴 女子

学堂’，以‘小而精’的培训模式，围绕乡

村特色产业开设更多实用课程， 激发妇

女创业就业活力， 为乡村振兴贡献巾帼

智慧 。 ” 纳溪区打古镇妇联主席吴光

辉说。

（任然 邓建刚 孙晓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