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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特稿

教师节到来之前， 同学们在
群里号召着， 要去看看赵老师，
并相互监督， 一个都不许少， 全
班到齐，像小时候一样，等老师点
名，喊“到”，再听一次老师讲课。

赵老师是我们小学的班主
任， 从一年级一直带班到六年级
小学毕业， 而我们那届学生， 创
下了我们学校的一个历史之最，
那就是我们班从一年级到六年
级， 没有一个辍学的学生。 在当
时， 农村孩子的辍学比例很高，
一是农村不注重文化教育， 靠天
吃饭种地为生的老农民觉得识几
个眼前字， 能写自己名字， 会认
得男女厕所就行了。 终究要靠劳
动吃饭， 从不幻想着改变自己的
命运。 再就是那时的农村太穷，
连最廉价的学费书本费都交不
起， 于是形成了一大批辍学的孩
子。 有的一届学生， 开学时全班
五六十个， 到了六年级， 就剩下
二十几个 。 我们班三十五个学

生， 到毕业时， 一个都没少。 这
源于赵老师的不懈努力， 他常挂
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 孩子们，
一定要读书， 一个都不能少。

上学那会儿， 温艳君全班倒
数第一， 家里母亲多病， 父亲常
年打工在外。 五年级时， 家里供
不起， 他母亲就决定让他辍学务
农， 他也下了决心不再来上学，
总觉得自己也没啥出息， 还不如
早点劳动， 缓解一下父母的生活
压力。 他辍学那天， 老师例行点
名， 喊到他时， 同桌告诉老师，
温艳君不来上学了。 老师愣愣的
发呆了很久， 放下书本找来代课
的老师， 自己步行十几里到温艳
君家。 一边和温艳君母亲唠着家
常， 一边夸温艳君虽然功课不是
特别好， 可是有体育天赋， 每年
乡里长跑比赛都第一， 让孩子一
辈子当农民太可惜了， 再苦， 也
就坚持几年， 也许会改变孩子一
辈子。 温艳君妈妈流出眼泪说，

“谁愿意让孩子吃苦呀， 这不是
没办法吗 ， 家里实在掏不出学
费 。” 后来 ， 温艳君来上学了 ，
是赵老师用自己的工资垫付了温
艳君的学费。

六年级小升初考试前， 好多
女生都哭了， 因为三个学校并校
考试 ， 成绩优异者升入乡里中
学 ， 竞争很强 ， 成绩差的会留
级， 留级意味着家里不可能再供
他们多读一年书了。 赵老师站在
讲台上说： “孩子们， 学习差，
底子薄 ， 这是事实 ， 不过没关
系， 只要你肯努力， 这些都不是
问题 。 看你们读书的决心有多
大， 老天就给你们开多宽的路，
咱们一起努力， 一个都不能少的
考上中学 ， 赵老师拼了一身力
量， 也要把你们送出去。”

那年， 我们进行了魔鬼式的
复习， 全校都放学了， 我们还在
做模拟卷子， 赵老师家五墒地的
大豆正是除草用人的时候， 他每
天把自己泡在我们中间， 放弃了
所有节假日和休息时间， 赵老师
的爱人一次次的找到学校， 含着
泪被赵老师撵走。 那年， 他家的
庄稼减产过半， 豆子在一人多高
的荆棘里面结很少的豆荚， 而我
们却一个不少地考上了中学， 还
有几个闯进了前十名， 让很多学
校都大跌眼镜， 也创造了全班留
级率为零的纪录。

转眼二十年了， 我们要回去
看老师， 没有他当初的坚持， 就
没有我们现在的人生， 是他用自
己的身躯， 在荆棘中铺了一条路
出来， 这次我们还是老规矩， 一
个都不能少， 去等赵老师点名，
我们回答： “到”。

2016年 9月 9日 ， 是开国领
袖、 一代伟人毛泽东主席逝世40
周年纪念日。 去年的今天， 我怀
着无比崇敬的心情， 沉重缓缓步
入毛主席纪念堂， 融入到参观者
的人流之中， 缅怀伟人业绩， 瞻
仰主席遗容。

1976年9月9日， 毛泽东主席
与世长辞。

长城内外， 大江南北， 山河
呜咽 ， 大地同悲 。 人们臂缠黑
纱， 胸佩白花， 沉痛悼念毛泽东
主席。 那时我还小， 参加了举国
上下举办的悼念活动。

这次近距离地来到主席身
边， 亲眼目睹主席风采， 心里五
味纷杂思绪万千。 我们一大早就
来到天安门广场， 穿过人民英雄
纪念碑， 直奔毛主席纪念堂。 此
时主席纪念堂外的队伍排起了长

龙， 汇聚了很多很多的人流， 黄
皮肤 、黑皮肤 ，中国人 、外国人 ，
操着各种语言的游客， 都在望眼
欲穿翘首等待神圣时刻的到来。

良久， 主席纪念堂大门终于缓
缓敞开了，人流在工作人员的引导
下，有秩序地慢慢向前蠕动着。

进入毛主席纪念堂大厅， 纪
念堂里庄严肃穆鸦雀无声， 此时
甚至能听到每个人 “怦怦怦” 的
心跳， 几百双眼睛开始齐刷刷投
向主席水晶棺， 水晶棺四周， 四
名哨兵持枪肃立， 全神贯注， 给
纪念堂增添几分神秘和庄严。

四排人流队伍被东西分流成
两部分， 导入毛主席水晶棺的两
侧， 我被分流到东边紧靠主席水
晶棺的左侧， 人们屏息静气。 毛
主席他老人家安静地躺在冰棺
里， 两眼微微闭合， 就像刚刚躺

下睡着一样。
这时突然传出女人的哭泣

声， 在寂静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清
晰。 人们循声望去， 只见我身后
一位农村模样的八旬老妈妈， 看
着冰棺里的主席， 大概是想起了
旧社会， 想起了今天的好日子来
之不易， 浮想联翩、 触景生情，
再也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 竟失
声痛哭起来。 一位白皮肤蓝眼睛
的外国人， 似乎对主席更是情有
独钟， 他停下脚步脱帽肃立， 对
着冰棺里的主席三鞠躬。 我也被
气氛所感染 ， 泪流满面不停擦
泪， 一步一回首向主席的冰棺默
默告别。

走出毛主席纪念堂， 主席昔
日的音容笑貌， 犹如刻在我的脑
海里， 使我更加充满对毛主席的
热爱和怀念……

■图片故事

□依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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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
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缅怀伟人毛泽东
□张建树 文/图

那年9月， 满怀豪情的我来
到这所位置偏远的乡村学校报到
上班。 然而， 眼前一派破落的校
园景象， 顿时让我一颗火热的心
一下子失落到极点， 不甘心就在
这样的环境中燃烧我的青春梦
想。 然而 “木已成舟”， 无路可
退的我只好暂时接受了眼前的现
实。 好在校长的一席宽心话多少
让我苦闷的心绪有了一丝慰藉。
他说， 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这里
工作不容易， 请你放心， 等有了
机会， 我会让你走的， 但是 “既
来之则安之”， 首先必须静下心
来把工作干好了再说。

校长的特别 “关照”， 似乎
让我看到了 “希望”， 为了那个
可能到来的 “机会”， 我憋足了
劲儿十分 “卖力” 地干着工作。
一年过去了， 无论是班级管理还
是所任学科教学工作， 我都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 得到了校领导的
好评。 校长说， 再干一年吧， 等
有新教师分配来， 优先考虑你调
动的问题。 然而， 又是一年过去
了， 两年过去了， 三年过去了，
始终没能等来那个 “机会”。

2000年的教师节， 因工作成
绩突出而被评为 “优秀教师” 的
我， 胸戴光荣的大红花， 在全乡
中小学教师庆祝大会上作代表发
言。 那个激动、 幸福的滋味啊，
简直难以言表。 也就在那一刻 ，
我突然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同时
也很庆幸自己 “来对”了地方。也
就是从那一刻起， 心中的豪情油
然而生， 毅然决然地坚定了一个
信念：坚守脚下这块热土，奉献一
生的光和热。没曾想到，让我激动
和幸福的事儿， 还在后面呢。

在教师节庆祝大会上作代表
发言的， 还有一位端庄秀丽的村
小女教师 。 虽然我们彼此不熟
悉 ， 但那天我们这些 “优秀教
师” 都在一起合了影。 校长告诉

我说， 那女孩是他以前的一个学
生， 高中毕业后回乡做了名代课
教师。 校长半玩笑半认真地说，
如果她还 “名花无主”， 而且我
有 “想法 ” 的话 ， 他可以做个
“红娘”， 愿意从中给我们牵线搭
桥。 校长的话顿时让我激动了起
来， 因为学校本身处在偏远的乡
村， 与外界联系不方便， 再加上
我性格内向、 不善言辞， 交际范
围很窄， 工作几年了， 一直还没
能遇上 “佳人良缘”。 我当即向
校长表述了我的意愿 。 校长笑
说， 好呀， 为了能留住你这个人
才 ， 我就努力来促成这个姻缘
吧。 就这样， 在校长的 “撮合”
下， 那位端庄秀丽的女代课教师
旖旎走进我的梦 ， 成了我的恋
人， 最终成为我的爱人。

一晃， 十数年的时光稍纵即
逝。 当年的一个莽莽撞撞的毛头
小伙已步入不惑之年， 爱人也通
过转正考试， 成为一名正式的人
民教师。 我们义无返顾地坚持在
脚下这块最初选择的热土之上。
回首来路， 不禁万千感慨。 2000
年的教师节真可谓是我人生旅途
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日子，
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一生中无法忘
却的节日， 因为， 她不仅给了我
初为人师时莫大的荣光， 让我体
验到奋斗之后的成功快慰， 更是
让我在随后的成长道路上获取了
一泓永不枯竭的奋斗源泉 ， 而
且， 她让我 “喜结良缘”， “赏
赐” 给了我一位知书达理、 温柔
良善的爱人， 让我拥有了一份幸
福、 甜蜜的婚姻生活， 人生之旅
因此激情昂扬、 芳香四溢……

□胡兆喜 文/图

有一种美丽
叫坚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