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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课时真专心！ 下课了好快乐！

张迅岩

2名、8名、15名……67名，紫罗村小学的学生渐渐增多……

张迅岩：付出只为童趣满园，书声琅琅

“多亏了张老师，有他在紫罗村
小学，我们心里很踏实。”村民说，校
舍扩建了，新学期招收的12名三年
级学生有地方上课了。

去年下半年紫罗村小学聘请
了一位老师，新增了学前班。如
今，学前班的教室也敞亮了。在紫
罗村村民眼里，张迅岩这位老师很

“搁劲儿”。
“真是太谢谢他了。”村民苗来

运说，这两年也苦了张老师了，他家
本是县城的，却跑到紫罗村这个穷
地方来教学，孩子和老人只能让他
妻子一人照顾。

记者了解到，在过去的两年里，

除了周末，张迅岩平时都住在紫罗
村小学的一间侧室里，每天自己做
饭。如今，校舍扩建后，张迅岩把

“卧室”搬到了一年级的教室旁边。
“紫罗村的村民很照顾我，平

时还送来很多瓜果蔬菜，把我当成
一家人。”张迅岩说，他想让紫罗村
的孩子们都能在家门口上学，他会
在这里继续教下去。他还说，本学
期紫罗村小学共有67名学生，其
中，学前班19名，一年级、二年级
各18名，三年级12名。67名学生
中，有12名来自外村，他们的家长
听说紫罗村小学办得不赖，就把孩
子送来了。

2012 年上半年，学校顺利招
收了40名学生。这一学期，紫罗
村小学在全镇的统考中多次排名
第一。

就在村民们越来越多地谈到紫
罗村小学时，张迅岩意识到，必须扩
建校舍，不然会影响紫罗村小学的
发展。随后，他对村领导说出了自
己的想法。

2012年6月底的一天，紫罗村
村民集中起来开了一次大会，村领
导说出了张迅岩的想法。没等村领
导示意表决，村民纷纷表示，只要学
校需要，他们全力支持，甚至很多在
外打工的村民也打来电话，表示要

捐款扩建校舍！
“张老师人真不赖，但扩建校舍

是咱紫罗村人的事，不能让他一个
人掏腰包。”紫罗村的村民告诉记
者，张迅岩是第一个捐款的，捐了
1000元。随后几天，在这个贫困的
山村，你捐300元，我捐500元，截
止到 8月 25日，该村村民共捐款
1.4万多元，而且不断有村民将钱

“偷偷”给张迅岩送来。
记者了解到，因为学校建在山

坡上，学生的安全存在隐患，无法向
上增加楼层，紫罗村小学只是在原
有校舍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扩建
后学校现有6间房子。

从张迅岩刚来时学校招收的8
名学生开始，2011年上半年，紫罗
村小学招收了15名学生。

2011年下半年，紫罗村小学招
收了20名学生。

2012年春节期间，紫罗村的村
民拜完年后谈论最多的话题是，村
小学越办越好了！

然而就在很多人享受节日的喜
悦时，张迅岩意识到，村民们越来越
关注紫罗村小学了，有更多的家长
希望把孩子接回来上学。

但是，这也让张迅岩有所顾
虑——如果更多的学生选择回到
紫罗村小学上学，那么这几间小教

室肯定容不下。此外，学生是回来
了，但上完二年级后他们还要到山
外上学。能不能让孩子们在此上到
小学毕业？如此，便要扩建校舍，这
是一笔大的花销，谁能帮帮紫罗村
小学？他想到了村民聊天时曾提到
的一名在县城搞房地产且为人很好
的老板。

大年初一，张迅岩独自一人到
这位陌生的房地产老板家拜年。没
想到该老板在张迅岩说明来意后，
深受触动，当即表示全力支持紫罗
村的教育。这件事也更加坚定了张
迅岩想让孩子们都能在家门口上学
的信念。

“哪怕只有一个学生，当老师的
也要把课上好，把学生教好，这就是
我的任务。”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
张迅岩理清头绪，开始了新学期的
教学工作。

尽管只有8名学生，张迅岩还
是和赵海军谈课题、搞教研，一丝
不苟。

除了教课，张迅岩还经常找村
民聊天，并向村干部了解村里以前
的教学情况。此外，张迅岩还将学
校的墙壁修葺一新，花池里种上了
鸡冠花和芍药。

除了这些变化，让村里人最高
兴的是，张迅岩到紫罗村小学任职
后，学生在镇上的统考成绩开始慢
慢攀升，孩子们也开始离不开这位
童心未泯的全能老师，一有机会便
围在张迅岩身边。张迅岩办板报、
课前给学生们讲故事、课后变小魔
术、体育课上领着孩子们打球，音乐
课上不识五线谱的他也会给孩子们
飙几个高音……

除了把课上好，张迅岩心里还
有一个愿望，他想让紫罗村的孩子
们都能在家门口上学。

2010年暑假末，汝阳县小店
镇马庄小学的老师张迅岩忽然接
到通知，让他到同镇的紫罗村担
任校长并教学。

几天后，当张迅岩信心十足
地赶到紫罗村小学时，他对眼前
的景象很吃惊——4间屋子，100
多平方米的小院，这就是整个紫
罗村小学；推开屋门，不到10平
方米的地方摆着5张课桌。见到

学校的另一名老教师赵海军后，
张迅岩得知，紫罗村小学只有两
个年级，而上学期期末时，一年
级、二年级各有一名学生。

“没想到学校的条件会是这
样。”张迅岩说，当时他感觉心理
落差很大，并一度想申请回到原
来任教的小学。

硬着头皮，将学校打扫干净，
他开始和赵海军招生了，结果两

天的时间，只有8名学生报到。
通过家访及和村干部谈话，

张迅岩了解到，村里这个阶段的
适龄孩子应该有40名左右。因
为学校的教学质量长期滑坡，很
多孩子被家长花“重金”送到了山
外的私立学校，所谓“重金”是每
学期1000多元的学费，而在紫罗
村，村民的年收入平均只有2000
多元。

又到了新学期开学的时候，
冷清了一个暑假的紫罗村小学忽
然又热闹了起来，有的学生在校
园里追逐嬉戏，有的学生在打扫
卫生。

瞅着学校里的热闹劲儿，当
地的村民说，今年紫罗村小学的
学生又增多了。

问起学生增多的原因，村民

们说，2010年临近放暑假时，紫
罗村小学只剩下1名老师、2名
学生，每次统考成绩都排在全镇
末尾。

现在，学校里有3名老师，4
个年级共67名学生，每次统考成
绩都排在全镇前列，曾4次排名第
一！啥原因？因为两年前，村里
来了一位很“厉害”的老师。

村民所说的老师叫张迅岩，
40多岁，他既是紫罗村小学的老
师，也是这所学校的校长。刚来
学校时，学校里只有他和另一名
即将退休的老教师。

“没他们说得那么好，我只想
把学生教好。”对于村民的说法，
张迅岩笑称，这都是老师应尽的
职责，也是他该做的。

【搁劲儿的老师】
为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上学，他会继续教下去

【不赖的老师】扩建校舍，他第一个捐款

【胆大的老师】
大年初一，他到陌生人家里拉赞助

【尽职的老师】
哪怕只有一个学生，也要把课上好

【失落的老师】40名左右适龄孩子，曾经只有8人报到

【厉害的老师】两年时间，学生从2名增至6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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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王博东/文 李渊博/图

紫罗村位于汝阳县小店镇
以北的山区，该村的小学就建
在山腰上，坐东朝西。两年
前，因为学生不断流失、老师
离开，紫罗村小学面临办不下
去的困境。后来，村里来了一
位名叫张迅岩的老师。两年
后，紫罗村小学已是童趣满
园，书声琅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