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坚守山村教育30年夫妻
引来央视两次关注

呼吁社会给他们更多关照和温暖

本报连续报道的献身山村教
育30年的任宗毓夫妻，引来央视
的关注，12 月 6 日分别在下午焦
点新闻播报和共同关注栏目中，
播报了他们的感人事迹。并专门
配发评论，呼吁社会给坚守的他
们更多的关注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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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山村教育30年
残疾教师独撑一所学校

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有一个
位于大山深处的赵村乡堂沟村。村里
的人口不到 500人，但是这些年，却已
经走出了30多名大学生，乡亲们都说，
全靠独自一人撑起一所学校30年的代
课老师任宗毓。

每个清晨和傍晚，在堂沟村崎岖
的山路上，都会出现一个一瘸一拐的
身影，他就是村小学唯一的一名教师
任宗毓，因为小儿麻痹，他的右腿几乎
无法正常走路，从家到学校，短短 500
米路程，他要走上半个多小时，教书的
30年里，他在这条路上跌倒过上万次。

他的邻居说，冬天下大雪时，任宗
毓的手脚都冻烂了，去学校爬山坡，爬
不上去，就坐到地上往前挪。

由于学生太少，附近的山村学校
进行了整合，堂沟村的高年级学生都
被安排到了四五公里之外的赵村乡第
三小学，几个低年级的加到一起只有
21个孩子。全部在堂沟村小学的一间
教室内上课。任宗毓成为这里的唯一
教师，不但要给学生们上语文、数学
课，还要上美术、音乐、体育、品德课。

任宗毓是1980年高中毕业后到堂
沟村当老师的，1982 年他以优异的成
绩考取了民办教师任用证，成为一名
民办教师。

但1989年，他却因为外出看病，而
错过了当地为民办教师转正的机会，
任宗毓一度想放弃老师的工作，可是
没走几天，乡亲们就纷纷找到他，想让
他继续教书。

堂沟村老支书张太平说：“乡亲们
认为自己的子女交给他很放心，一直
还是要求他上学校来，我把他又叫到
学校来了，任宗毓一直教到了现在。”

至今任宗毓仍是一名代课老师，
享受不到财政给予农村教师的待遇，
他每月不到 300元的生活补助是从鲁
山县赵村乡第三小学办公经费中挤出
来的。

但因为放不下学校的孩子，这么
些年，他一直坚持了下来。

2003年财政不再给民办教师发工
资，随后的三年时间里，任宗毓没有领
到一分钱。许多村民们知道了，就帮
他收庄稼，为他送粮食，用自己的方式
感谢他。

有一次，任宗毓生病了，全村的村
民为他捐了1000多元钱，让他来看病。

任宗毓说：“特别是乡亲们给我集
资治病那次，让我感触很大，我一直琢
磨村民们为什么这样做呢，还不是想
留住我继续教他们的子女吗？想到这
些我觉得自己活着对别人还有用。”

虽然堂沟村小学，只有任宗毓一位教
师，但是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更多的知识，任
宗毓还是想出了许多比较独特的教学方
法。

而同时，他更是用他父亲般的慈爱帮
助众多山里的孩子克服生活中的困难，让
他们快乐学习。

任宗毓还独创了作文口语化教学法，
他说，学生们要写哪一篇文章，写前，他会
在班里组织一个小故事会，让学生说说怎
么写。比如说要写猫，就先要让孩子在家
观察猫的外貌特征，生活习性后，在班里每
个人先把观察到的说出来，然后让大家评
点评点每个人的发言，最后再把自己说的
写出来。学生写了之后，任宗毓再去评改。

任总毓的作文口语教学法和复式教学
法，是任宗毓在 30年的教学经历中总结出
来的一套独特的教学方法。

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小学里，孩子们的
业余生活还是很丰富的，任宗毓经常带着
他们做游戏，任宗毓还为孩子们设置了乒
乓球等体育设施。

任宗毓尽管工资微薄，尽管家庭清贫，
但是任宗毓想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学生。

孩子们需要图书室，他就把自己多年
积攒的几百本图书连同书架一起从家里搬
到学校，他还为学生们准备了针线包、常用
药等必需品。

天气干燥了，任宗毓就自己到山上挖

草药，给孩子们熬凉茶。
学生王琳琳的父母在外地打工，把她

寄养在一个亲戚家里，每天上学，她都要走
四五里的山路。

任宗毓知道之后，他和妻子一合计，就
把王琳琳接到家里，管吃管住，还帮助辅导
功课。

孩子的父母知道后，坚持要让王琳琳
认任宗毓做干爹，王琳琳还给自己起了一
个好听的名字“任睿丽”。

平时王琳琳喊任宗毓和任宗毓的妻子
为“爸爸”、“妈妈”。

任宗毓的女儿任睿哲指了指自己和王
琳琳身上的衣服说：“这衣服都是俺妈买
的，我和妹妹一人一件。”

任宗毓提起认亲这件事，一脸幸福地
说：“王琳琳这个小女孩平常很内向，当时
我问她愿意喊我爸爸吗？王琳琳当时就同
意了下来。我问他为啥愿意。王琳琳说，
你对我可好。”

在所有学生当中，杨梦可的家离学校
最远，每天放学，任宗毓都要一瘸一拐地把
杨梦可送出很远，直到遇见来接孩子的家
长，他才折回自己的家。

任宗毓说，看到孩子们成才了，我心里
非常高兴，看着他们从牙牙学语，不懂事的
蒙童，让我手把手地教着他们考上大学，或
到社会各行各业做有益的事，那是我最幸
福的。

文章牵来好姻缘
最大期望能转正

任宗毓至今仍是一名编制外的老师，每个
月只能拿不到300元的生活补助，但是任宗毓
告诉记者，这么多年，他之所以能坚守着山村
教育事业，是因为有妻子的支持。

在家里几乎没有任何收入的那几年里，是
他的妻子翻山越岭砍柴、帮他卖对联，来维持
一家的生计。

说起任宗毓的妻子晓文，她和任宗毓之间
还有一段奇缘。

1999 年，任宗毓在一份报纸上发表了一
篇名为《山村教师的心愿》文章，远在驻马店的
20 岁姑娘晓文看到后非常感动，经过一段时
间的书信往来后，晓文冲破了层层阻力，毅然
来到了任宗毓的身边，那一年任宗毓35岁，晓
文比他整整小了15岁。

晓文说：“他去上课，我跟着他去看他教学
生，他就非常的认真，我不能想象他把整个青
春都献给了山村教育事业，到老了以后，却过
着孤独、贫困的生活，从那时候起，我就下决
心，这一辈子要照顾好他。”

晓文把家里家外的活儿都揽了下来。任
宗毓说，晓文是他的坚强后盾，她很辛苦。他
心里对妻子充满着感激和愧疚。

有一次晓文去卖对联，在路上，脚下一滑，
跌进了一个山沟里，受伤的她爬了两个多小时
才出来，到家时已经是深夜。

去年晓文四处转借，凑到了 3 万多元钱，
在屋后的荒山上，办起了小型的养鸡场，目前
有 500 多只鸡，除了照顾任宗毓的生活外，现
在晓文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养鸡场上。

晓文说：“我们干的都是好事，他为山区教
育做贡献，我为他做贡献，我觉得我们都是勤
劳之人，我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在任宗毓办公室最显眼的地方，几行粉笔
字特别醒目：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那是
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任宗毓说，这是他的座右铭，这些年来，他
一直用这句话激励着自己。我从事教育教学，
也就是我对这块土地爱得很深沉。我在讲台
上实现了一个残疾人自尊自强的理想。

采访的最后，任宗毓告诉记者：“他现在最
大的愿望就是能成为一名正式的教师，让自己
没有后顾之忧，我将我的光和热，都会献给山
区的教育事业。”

让坚守的人感受到社会
的温暖

作为一个地广人多的国家，在局部地区
目前还存在着教育投入总量不足，教育资源
分布不均的现象，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像任老师这样，一个人
的坚守就变得意义重大，而弥足珍贵。因为孩
子在天天的成长，他们的青春是耽误不起的。

刚才节目当中，任老师两次说到，我活
着对别人还有用，而我们也希望这样默默奉
献的人能够感受来自社会的关照。

他走得艰难，但每一步都很执著。他走得艰难，但每一步都很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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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老师”的教学经：用心+爱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