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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王淑芳

老师时，她已经

二十多天没有回

家了，因为中考

结束后紧接着就

是招生工作。作

为隆化县张三营

中学的“明星教

师”，王淑芳无疑

是 最 吸 引 家 长

的 。 当 采 访 结

束，我们说下一

位采访对象是山

湾乡中心小学李

长全老师时，王

淑芳老师有点不

好意思地说：“李

长全是我爱人。”

在承德市隆

化县，“夫妻教

师”李长全和王

淑芳坚守乡村教

育第一线，不仅

迎来了满园桃李

芬芳，还双双入

围马云乡村教师

计划，成为当地

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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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 初中毕业前后脚上讲台

缘分有时就是这样奇妙，王淑芳与李长

全的家相隔二十多里地，当介绍人将高大英

俊的李长全带来时，王淑芳相中的是他的职

业，“都是老师，将来肯定有共同语言。”

1989年中考失利，李长全考取了本村左

道营村的学前教育老师。虽说“家有三斗粮，

不当孩子王”，但作为家中10个孩子中最小的

一个，既能就近照顾父母又能做自己喜欢的

教育工作，李长全很知足，那年他19岁。

1990 年，家住山湾乡庄头营村的王淑

芳顺利地升入张三营高中，“当年我是我们

村头一个考上张三营高中的学生。村里人

都说，山旮旯里飞出了金凤凰。我父母别提

多自豪了。”王淑芳回忆说，“但还没等暑假

结束，山湾乡主管教育的乡长、村中心小学

的校长，还有我们庄头营村的村支书就找上

门来，说村小的韩增老师调到中心小学任教

导主任，村小复式班的39个孩子没人教了，

希望我能留下来任村小老师。韩老师是我

的老师，我特别崇敬他，能接他的班，我感觉

特别自豪……”就这样，王淑芳不顾父母反

对，放弃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当上了一名

代课教师，那年她18岁。

1992年，王淑芳和李长全喜结连理，婚

后王淑芳调到了左道营小学。“那会儿，李老

师每月工资50元由村里发，但是一年到头

除了抵顶村提留的200多元钱外，剩下的工

资村里经常发不出来。直到现在，村里的账

上还欠着他800元钱。当时，家里的日常开

销就靠我每个月的60元钱。1993年，儿子

出生了，一家五口人的日子更紧巴了。”

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但是夫妻俩凭着对

教育事业的共同热爱，不仅各自努力“充

电”——王淑芳于 2005 年通过自考毕业于

河北师大汉语言文学教育专业；李长全于

2007 年在同一专业函授毕业，还把全部心

思都用在了教学上，对待每个学生都像自己

的孩子一样。

左道营村有一条十多米宽的旱河，一到

雨季随时都可能暴发山洪。村小在河的北

岸，旱河南岸还有大茅沟、小茅沟、茅家沟门

三个自然村，李长全的家在小茅沟村，三个

村的学生每天放学都是他送回去。每到雨

季，李老师经常采取背一个抱一个的方式，

往返几次把学生送过河。有一次，他把孩子

们送过河，自己却差点被河水冲走。还有一

次，眼看山洪就到跟前了，他慌忙中把孩子

们拽过河，自己的鞋却跑丢了，脚被划了个

大口子，鲜血直流。孩子们抱着他心疼得直

掉眼泪……

1996 年，他们夫妻俩借钱买了辆三轮

车，平时就义务接送村里的孩子们。

1997年，隆化县代课教师的转工

考试一共只有150个名额，他们夫妻

俩双双“金榜题名”成了县里的一段

佳话，王淑芳更是取得了全乡第一名

的好成绩。

夫妻俩高兴之余却发了愁，因为

考上教师资格后需要到县职教中心

脱产进修两年，俩人的学费要 14000

多元。家中没有积蓄，二人只好东拼

西凑，最后还差2000元用了贷款。

为了省钱，每到周末，夫妻俩舍

不得坐车回家，从县城到家50多公里

都是骑自行车，单程就得5个小时；为

了省钱，食堂5元钱一份的饭菜，他们

两人只合买一份……

1998年开始实习了，山湾乡中学

校长直接找到王淑芳，希望她能到初

中任教。

“我是初中毕业，能行吗？”王淑

芳有点不自信了。

“学历不代表水平！我们听过你

的课，没问题！你来吧！”校长明确地

说。

就这样，王淑芳实习就来到了山

湾乡中学，李长全则回到了左道营小

学。

一到学校，王淑芳就被委以重

任，不仅担任初三年级两个班的班主

任、三个班的语文教学，还承担了一

个班的历史教学……

辛勤耕耘必然会得到丰硕的回

报。2003年，王淑芳所带的班级考上

隆化一中8人，考入存瑞中学2人，实

现山湾乡中学零的突破；2009 年中

考，她教的语文学科成绩全县排名第

二；2011 年中考，她所带的班级高分

率及班级总成绩均为全县第一名；

2014年，她所带班级依旧在全县名列

前茅……

2000年，王淑芳被评为隆化县百

名模范班主任。此后的十多年中，她

先后多次获得县政府嘉奖、优秀班主

任，承德市优秀教师等荣誉。

由于有着独特的教学方法、严格

的教学管理、优秀的教学成绩，隆化

县城的几所学校纷纷向王淑芳伸出

了“橄榄枝”，王淑芳却说：“农村的孩

子更需要我。”

同样，选择做“永久牌”不做“飞

鸽牌”的李长全，也是扎根左道营小

学（已于 2000 年并入山湾乡中心小

学）。十多年来，李长全不仅使所在

学校的教学成绩不断提高，还积极寻

求外援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不仅在

学校传统教育、感恩教育方面取得了

可喜的成绩，还在教学改革、培养教

学骨干方面得到了上级教育主管部

门的认可。

2006年，李长全所带班语文毕业

成绩获得张三营学区第二名。2010

年，他接手的班级小考成绩优秀率由

原来的 25.8%上升到 81%；2011 年毕

业小考作文成绩优秀率达84.3%……

与此同时，他还在2013年、2016年参

加了国家重点课题研究，分别获得一

等奖和优秀奖。其间，为了给乡村学

校留住更多的“永久牌”教师，他还言

传身教，带出了一批县级骨干教师。

感动 转工后双双扎根乡村教育

“三年来我们有啥事都找王老

师，她就像妈妈一样。”今年以491分

的成绩顺利考入隆化一中英才班的

吴曼同学说。

“老师，妈妈！”2012年的一天，得

知几个月来一直是王老师在给自己

生活费时，付鹏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

感激之情，上前紧紧抱住了王淑芳

……

原来，付鹏的父母在北京打工，

固执地认为孩子上学也不一定能挣

大钱，便想不让孩子上学了，也不再

给孩子寄生活费。

王淑芳老师得知这一情况后，多

次与付鹏父母打电话沟通，却没有结

果。于是，王淑芳就自己拿钱给付鹏

当生活费：“我跟你父母说好了，他们

同意你继续上学了。钱老师先垫上，

你父母会打到老师卡上的……”几个

月后，得知真相的付鹏父母惭愧地来

到王淑芳面前：“天底下还有您这样

的老师，您就是孩子的再生父母呀。”

如今，付鹏已经顺利地考入了大学。

其实，从教近20年，王淑芳已记

不清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出过多少

钱资助那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但她的

学生们都记得她常说的那句话：“我

班上的学生只能多，不能少！”

这样的事，李长全也做了很多。

宋丽华是李长全的 2011 届学

生。在一篇题为《没有一个人像他》

的文章中，宋丽华这样形容自己敬爱

的李老师：“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如流水，但

我始终相信，走过岁月山河，历经时

间劫数，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生动而

干净，他便是这样的人——一个有故

事的人。在过去的几年中，我见过许

多老师，换过多个班主任，却没有一

个人像他。”

“李老师没得说！我儿子今年考上

了西南政法大学的研究生，小学就是李

老师教的，所以我又把闺女送到这所学

校。孩子交给他，我放心！”提起李长全

老师，隆化养牛大户赵景生赞不绝口。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

满园。”这是王淑芳和李长全老师共

同的心愿。而今，他们不仅迎来了满

园桃李芬芳，还双双入围马云乡村教

师计划。

温暖 像爸爸妈妈一样的好老师

王淑芳王淑芳（（左二左二）、）、李长全李长全（（右一右一））和恩师和恩师
韩增韩增（（左三左三））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吴曼同学吴曼同学（（左二左二））及及
家长等看望王淑芳家长等看望王淑芳

老师老师（（右二右二）。）。

李长全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李长全老师和孩子们一起做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