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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陌上的绽放
一团（湖南平江）3组  国土资源部财务司  范其乐

题记：厅堂里争奇斗艳的群芳和田间小路上盛开的花朵究竟谁更美丽？

芦洞村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弯弯曲曲的

水渠中流淌着的是清澈的山泉，笼着薄雾的青山环

绕四周，透着些许水墨般的苍劲。五六步宽的乡村

公路，依着地势向远处延展开来。路的两旁是各式

的民房和一块块已插满嫩绿秧苗的水田。黑色、黄

色的土鸡在房前的土坡上一啄一啄地觅食，民房旁

低矮的木棚中不时传来一声低沉的牛叫，不知谁家

的黄狗摇着尾巴迎面跑来，好奇地打量你一会后就

又匆匆与你擦“腿”而过向前跑去。

打着雨伞，背着书包上学的女孩子会客气地跟

你打招呼：“叔叔好。”当你举起相机想记录下这

些可爱的小脸庞时她们却又嬉笑着害羞地跑远了。

胆大外向些的男孩看见你手中的相机会跑过来，仰

头用期盼的眼光望着你，“给我照一个喽？”然后

摆一个很夸张的造型让你拍照。胆小些的则会匆匆

从你身边跑开，留下一个小小的背影，嘴中或许还

嘟囔着“茄子”。

一个陡坡下去，在那微微有些收窄的村路旁

边，有一座宽宽的两层高的小楼，那就是芦溪小

学，这个山坳里唯一的一所小学。楼前那半人高中

间开口的铁栅栏和这座小楼基本构成了整个校园。

路上，不时有轰鸣的农用三轮车或大声鸣笛的摩托

车飞快驶过。马路那边圆拱形大门后的村委会大院

似乎就是孩子们的天堂了。跳绳、滚铁圈、羽毛球

抑或追逐打闹，一个个都玩得不亦乐乎，孩子们的

欢声笑语给这沉寂的山谷增添了些许生气。对面的

教学楼上，一个拄着栏杆，比孩子们高出许多的纤

细身影进入了我的视野。应该是个教师吧，我猜。

但她又有些过于年轻，脸上依稀还透出些清纯和稚

嫩。当我想远远地拿相机记录下这面孔时，却被她

发现，转身轻轻走开了。

幸好上午我们组织了和孩子们的活动，在孩子

们进入村会议室时，我又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

她忙着护送着孩子们进教室，又安排孩子们在那并

不宽敞的房间里一一坐下，时而还帮孩子整整脖

领，正正胸前的

红领巾。这使我

有机会近距离打

量这名年轻的女

教师。浅蓝色的

印花T恤外面套

了件带帽子的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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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色小开衫，蓝色的牛仔裤下是一双俏皮的分别印

着卡通男孩女孩的白色平底小鞋子。微微烫过的长

发扎在脑后，随着她的运动而左右摇摆。当我再次

试图拍照时却又被她发现，她有点不自然地低下头侧

过脸去，继续安排孩子们就坐，长长的头发帘垂了下

来，轻轻遮住了些她略显瘦削的脸。

活动结束后我们的组员随机提问了几个小朋友

最喜欢哪位老师，被问到的孩子都说喜欢她。有的

说她年轻漂亮，有的说她讲课生动，寓教于乐，印

象深刻。而那个刚才还嬉笑着让我拍照的小男孩则

抿起嘴，严肃地对我说：“因为她很温柔。”

对承担这份艰苦职业的年轻面孔与这朴素村庄

多少有些不匹配的青春装束和如此深受孩子们爱戴

的好奇最终驱使我提出对她进行访谈，犹豫片刻后

她接受了我的请求。

她就出生在这个山坳中，在她出生后的第二

年和第三年，她的弟弟、妹妹相继出生。“我是老

大。”她不无自豪地笑着对我说。但三个嗷嗷待

哺的孩子给了这个并不富裕的家庭压上了沉重的负

担。关于小时候的事，她说已记不得太多。印象中

只有父母把他们锁在家里，出去干活。而幼年的她

就开始“肩负”起了照顾小孩子的使命。

那时候，芦溪小学尚有五、六年级，作为离她村

庄最近的学校，她小学的最后两年就是在芦溪小学

度过的。“这里也是我的母校啊。”她说。小学毕业

后，她到几里外的乡初中读书，由于交通不便，父母

每天给她五角钱坐专门运送孩子的小面包车上学。

而她儿时最美好的记忆莫过于和邻家小姐妹们省下

这五角钱买瓜子吃，然后一同步行回家。那弯弯曲曲

的乡村小路上，留下了儿时的许多欢笑。她回忆这段

往事的时候很轻松，嘴角不时闪过甜美的微笑。

初中毕业，她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县里的重点

中学，但三个孩子的负担让这个家庭步履维艰。为

了保证让弟弟妹妹都能上学，父亲给她选择了师范

学院急需招生的幼教专业。五年的大专不但缩短了

她的求学时间，能尽早参加工作，而且高等院校的

补贴或许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这样，这个花

季中的姑娘来到了省城长沙，开始了她新的生活。

“当时初中，只是个小孩子，不晓得什么，我爸爸

给我选了这个地方，我就去了。”她低下头，停了

一小会儿，又抬头说：“或许当时能上高中就会好

一些吧。”面对这个问题，我迟疑了，我没有抬

头，低头在本子上记着些什么，或许这个问题本就

不需要回答。沉寂了一会，我用下一个提问结束了

这个尴尬的问题。

提起大专时的母校，她显得神采奕奕。抬起

头看着我，用平缓的语速对我说：“湖南第一师

范，”顿了一下，又说：“毛泽东。”作为给我加

深理解的补充。看到我的惊讶，她笑了，又补充道：

“中央台有个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看过不？那就是

在我们学校拍的。”望着不住点头的我，她抿了抿

嘴，又加了一句：“我们学校挺漂亮的哩。”

在大学期间，她的学习成绩很好，系里同学们

有问题都向她请教。或许是她那种温和与质朴帮她

赢得了很好的口碑和人缘，同学们都认为如此出色

的她，将来肯定会去某个大城市工作，“那样子发

展空间好像会大一些。”她说。

毕业了，她与同学们相约去广州，已经在广州

扎根的叔叔会是她很好的依靠。21岁的她对未来有

很多的憧憬。就在她买好火车票准备南下广州的前

几天，父亲打来电话，说她们县招考小学教师，让

她回家考一下。父命难违，她只好把火车票转给其

他同学，回家应考。但这张火车票的放弃却让她失

去了奔向大城市的最好机会。

她考中了。

同考的还有本县其他几个同学，但她是唯一考

中的。不知道乡里是怎么知道的，管教育的领导直接

去县里把她要回到村上教英语。缺少英语教师的芦

溪小学上下当然是大快人心。更高兴的是她的父母，

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对家里是一个很好的照应。但

这个消息对她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本以为最差是

会到乡里学校当个老师的，谁知道最后竟然还是回

到了这里。”她皱着眉对我说。“想没想过不来？”

我追问。但她对我这个问题有些不解。“有没有想过

虽然考上了，分配不好就不来了？”我补充解释道。

“没有想，让来，就来了。”她摇着头对我说。

刚来到这里，她情绪是很低落的。但“教师”

这份工作又让她逐渐从失落中走了出来。孩子们对

这个漂亮年轻的小老师很好奇，“小孩子很热情

的，都问你是哪里人啊什么的，呵呵。”她笑着

回忆。“喜欢孩子?”“嗯，喜欢，跟他们特别开

心。”“那您觉得教师这个职业怎么样？”“挺好

的，跟孩子们待在一起，感觉心情很好。”说到孩

子，她很健谈，心情也愉悦起来。刚来时可能是学

校为了锻炼年轻教师，给她安排了很多课，英语、

数学、语文、音乐、美术、体育……只要是课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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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她都教。虽然很辛苦，但她回忆说很开心，然

后又给我介绍每门课是怎样教的。听说下节就有她

的课，我要求旁听一节，但下节课是语文课，想尽

力展现出最好一面的她问我是否有时间等她讲英语

课时再来，但当听到时间不允许的答复后，她很遗

憾地撅了撅嘴。

谈到教育，她向我道出了许多问题。农村消息

闭塞，信息不畅通，没有网络，许多资料还要到乡

里去查。教学所需的素材是村里小小的书屋所远远

不能满足的。有时候学生提出的问题老师都不知道

怎么回答，也没有办法查，阻碍了学生求知的积极

性。而缺乏继续教育，只是日复一日的依靠经验去

教学，老师的教学技能也不能得到很好地提高……

说到这里，她表现得很忧虑，轻轻地咬着嘴唇，无

奈地摇着头。

当问到现在当老师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时，

我得到了一个很意外的答复：找对象。一起笑过后

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农村的青年

人都外出打工了，学校里的年轻老师就她一个，而

附近又没有其他的学校，即便是有又不一定会有年

轻的男教师。据她说学校的校长、父母和朋友都在

积极为她寻找，但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后来同

小学校长交流中我了解到，她属于公办教师，户口

在城市，而她日常生活的地方又在这个山区里的农

村，所以无论是在农村找还是在城镇找都是很困难

的。因为父母的压力，年初她曾提出过想调到镇上

去教书，但她走后学校就又没有英语教师了，经过

校长的劝说，她还是最终留了下来。在长沙的一个

公司里，还有一个一直爱慕他的男同学，经常和她

联系。“也不是很喜欢他，”她低头笑着说，“再

说也太远了，不可能的。”

为了缓和气氛，我转换了话题，问她既然交通

不便，平时买书、买衣服都去哪。“长沙。”她抬

起头闪着眼睛对我说。发现了我的不解，她解释说

因为长沙比较熟（我忽略了她在长沙生活五年，俨

然半个长沙人的事实），而且许多很要好的同学都

在那边工作。问起工作，她许多朋友都在外面，同

学里面回乡教书的就只有她一个人。有的同学在广

州的私立学校教英语每月已拿上了五千多的工资，

也有的同学考上了公务员，到了机关里做事。而她

的工资是每月1150元，算上年底的补助每年不到两

万，还要供弟弟妹妹上学。

说到弟弟妹妹她很自豪，弟弟（复读一年）

仍在重点大学长沙理工读本科，妹妹已经医科大学

毕业正在实习。“一家里出三个大学生我们这里好

少的。”她自豪地说。但当讲到她用辛辛苦苦每月

1150元的工资供弟弟妹妹上学时，她连忙笑着打断

了我，强调她只是出了一部分，父母也有承担。

“想没想过回长沙？”我问。“想过，”她

看着我的眼睛说，“我本来也考过研的，但是没考

上，”她遗憾地摇摇头，“也不打算考了。”“为

什么呢？”我追问。“感觉环境也有点……不像在

大学里的……”“没有机会回去了？”“也不是

没有机会，我就是有点舍不得，”她轻轻摇着头。

“像自己孩子一样？”我问。“嗯，是的，有感情

哩，现在。”她笑了。“那是想一直当老师，还是

有机会再……”我话没说完，“嗯，老师我会一直

做下去，挺好的。”她看着我说，在她的眼睛里我

似乎读出了一种坚定……

下课的铃声打断了我们的谈话。还有十分钟，

她就要走上讲台了。为了不打扰孩子们上课，我决

定结束这次访谈。我忽然想起我们此行的一个重要

任务，于是我问了她最后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

面对这个问题她有点不知如何回答，我便把问题具

体化：在接下来的生活中，发生什么事将会是你最开

心的。“结婚喽。”她简练地回答，而后就咯咯地笑

了，我也笑了。但这笑中多少含着些许苦涩和无奈。

上课铃响，我和三十多个孩子们一起，准备聆

听这位英语教师的语文课，课文是《董存瑞舍身炸

碉堡》。上课前预备的板书上，有这样一个句子：

“董存瑞是一个____的战士。”孩子们根据课文，

从每一段中总结着：董存瑞是一个机智的战士、

董存瑞是一个勇敢的战士、董存瑞是一个坚强的

战……我不禁套用这个填空来总结她，她又是怎样

一位教师呢？发现答案很多很多……

下课了，我和同学们一齐起立，喊“老师再

见！”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访谈归来，走在悠长的村路上，打着伞低着头

沉浸在思考之中。忽然，田间一抹鲜艳的黄色吸引

了我的目光。那是一种我叫不上名字的花。山风的

摇曳和雨滴的击打并没有阻止它的绽放。它开得是

那样朴素、自然，却又是那么的绚烂。虽然生在田

间，少有人注意，但丝毫没有影响到它对美的诠释。

农村是美丽的，美丽在哪儿呢？在远山、在

农田、在小溪……当然也在这些路边点缀着的花朵

中。它们同样成就了这乡村的美。它，生于田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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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农村，生于这片最朴素的土壤，它并非华贵的

品种，也没有经过多少精心的栽培，但它却是最自

然的绽放。

它在田陌间，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到它的美丽，

但它依然在绽放，绽放为谁？为它自己，当然也为

农村，这片生它养育它，供它成长的土地。 

贴在墙上的梦想

十团(河南安阳)1组 
  国家开发银行  梁  莹

                    国家知识产权局  陈春晖

一张张鲜红的奖状，一个个相同的名字，贴

满了屋子的三面墙壁，映亮了我们的眼睛，更震

撼了所有一组成员的心灵。走进石板岩乡郭家庄

漕水自然村石兴亮家，我们感受的不是贫穷的辛

酸，不是病痛的无奈，而是对未来热切的憧憬与

执着的坚定。

石松艳，石松芳，一对石家的小姐妹，是村坊

四邻交口称赞的好学生。她们目前均就读于林州一

中，方圆百里最好的一所重点中学。姐姐石松艳正全

力备战中考，妹妹石松芳则临近初二的尾声，恰好在

周末回家期间碰到了我们。姐妹俩不仅学习成绩优

异，一直保持在年级前三的位置，而且体育、文艺、

品德样样出众。几年来，家里堂屋的墙壁成了她们在

校优异表现的展示板，从起初的零星散落到如今的

满满当当，一张张奖状从山那边

的学校飞入这户普通的农家，成

为了百里十乡最美丽而独特的一

道风景线。

如此闪亮的光环，其实笼

罩在一个经济处于贫困边缘、

劳动力极为缺乏的四口之家。

一家之主石兴亮小时在一次事

故中便失去了自己左手的四根

手指，前不久帮别人盖房的途中又不慎跌落摔断了

左腿，现在卧病在床，无法务农务工，家庭的重担

全部落在了妻子的身上，靠仅有的两亩地来维持日

常家用和孩子的学费。当问到：“您最大的心愿是

什么？”我们得到了惊人而一致的回答，令在场的

每个人都深受触动、备感振奋。羸弱黝黑的父亲说：

“我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女儿读大学！”瘦小寡言的

母亲说：“孩儿都争气，学得好，我再苦也愿意。”

小芳腼腆却坚定地说：“我想和姐姐你一样，上北

大！”他们的目光如此热切，语调格外激动，身处其

中，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被感染，心中仿佛洒满了幸福

的阳光，温暖而柔软。

这样的家庭，是我们这次访谈中见到的第一

个，相信绝不是仅有的一个。那些墙上的奖状，

承载了全家人的梦想。他们的

梦想简单，朴素，却真挚，顽

强。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

知还有多少小艳小芳，渴望通

过自身的努力学习，改变个人

和家庭命运的方向。我们或许

无法彻底扭转他们窘迫的现

状，但至少可以尽绵薄之力，

为他们的梦想之舟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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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送：“百村调研”总顾问单位领导及顾问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分管书记

      中央国家机关各部门机关团组织

来稿请发送：gjjgtgw@yahoo.com.cn   传真：62168683   联系人：魏皓阳  82190648

相关信息请关注“最爱共青团”博客   http://blog.sina.com.cn/zygjjgtg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