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默默奉献，坚守教育一线

依依不舍的，不只三尺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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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艰难的年代，读书是件很
奢侈的事情，我小学断断续续读了 3
年，初中读了3年，高中读2年，一共
读了8年书……”谈到自己的经历，冉
龙修眼里闪着泪花。

1980年，15岁的冉龙修高中毕业。面
对大山深处的孩子渴求读书的眼神和家
长无奈的目光，冉龙修心里琢磨：可不可
以用自己的知识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冉龙修带着对教书育人改变命运的
憧憬走进了简陋的教室，他用最朴实的
想法开始他的教书育人代课生涯。每当
看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走出大山，踏入
初中学校的大门，他找到了作为一名教
师的幸福，他决定留在这里当教师。

每月民办教师十几元的工资，恶劣
的教育环境、家庭的窘境，几度想放弃。
但面对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目光，家长们
对孩子的期盼，他没有放下教书育人的
责任。他常常给自己打气：既然选择了教
师这个行业，就一定要把书教好。

也许是冉龙修的执着追求与潜心教
育的家国情怀感动了上苍，1994年，享
受国家好政策转正成了公办教师。这让
他更加坚定了教书育人的信念，辗转沙
溪乡舒家村村小、沙溪乡石龙村村小、
沙溪乡大寨村茶安小学等学校，又当老
师又当校长，坚守教育事业初心，一干
就是26年。

2009年，通过全县校长招考，冉龙
修走上沙溪中心完小校长岗位。靠着踏
实的工作作风，他把一所当时教学质量
居于全县末尾的乡镇中心完小管理得井
井有条，仅仅3年时间，教学质量跃居
全县同类学校前列，把寄宿制管理打造
成了全县寄宿制学校的样板，并作为

“沙溪模式”在全县各级学校和市内部
分学校推广。

当了30多年校长，2024年2月光荣退休。铜仁市德江县思源中学退休校长冉龙修本该在家颐
养天年，他却舍不得他的学生，依然坚守在三尺讲台上；40年教育生涯犹如一本精彩纷呈的书，12月
19日上午9时，黔东南州从江县贯洞镇中心小学举行了一场充满温情与敬意的退休仪式，致敬并欢
送敬爱的梁辉波校长；铜仁市万山区杨秀明老师躬耕乡村教坛近40年，一直致力于乡村振兴产业发
展，退休后仍在发挥余热，为乡村建设和家庭教育默默奉献，深深感染着一代又一代。

前不久，一部以乡村教育
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春风化
雨》热播，引起众多观众的共
鸣，铜仁市万山区组织部副部
长韩磊便是其中一名。他想到
了自己从贵州师范大学毕业后
在万山的一段教学经历，以及
岳父杨秀明老师躬耕乡村教坛
近40年，一直致力于乡村振
兴产业发展的经历。杨秀明老
师退休后仍在发挥余热，为乡

村建设和家庭教育默默奉
献，深深感染着一代又
一代。如今正值杨秀
明老师退休两周年，
韩磊以一封家书的形
式，表达了对岳父
深耕教育事业的深深
谢意，并以此激励子
女们努力奋进，在各
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贡
献。

本报讯（记者 徐颖 特约
通讯员 舒梦竹）12月 19日上
午9时，黔东南州从江县贯洞
镇中心小学举行了一场充满温
情与敬意的退休仪式，致敬并
欢送敬爱的梁辉波校长。这标
志着梁校长40余载的教育生
涯圆满落幕，正式从教育岗位
上光荣退休。

梁辉波的教育生涯犹如一
部精彩纷呈的书，每一页都镌
刻着他对教育的忠诚与热爱。
四十多年来，他扎根教育一
线，默默耕耘，用知识的阳光
滋养着无数学子的心田，为他
们的成长筑梦护航。

在仪式上，学生代表满怀
崇敬之情，向梁校长献上鲜
花，表达对他的深深敬意和美
好祝愿。梁辉波深情回顾了自
己的教育历程，分享了宝贵经
验，对学校、同事和学生的深

厚情感溢于言表。
为了表达对梁校长的敬意

与不舍，二 （1） 班、五 （2）
班及少先队师生们精心准备
了送别节目，展现了大
家对梁校长的感激与
眷恋。在温馨的氛围
中，学校向梁校长
赠 送 了 一 块 退 休
匾，表彰他多年来
为学校发展做出的
卓越贡献，这块匾
既是对他教育生涯
的肯定，也是对他
无私奉献精神的最高
赞誉。

贯洞镇中心小学校长郑
仲艳在欢送词中，高度赞扬了
梁辉波校长在教育领域的杰出
成就，希望他能够享受美好退
休时光，继续关注和支持学校
发展。

退而不休的老校长冉龙修：

用“银龄”之光坚守教学岗位
梁辉波：

40年默默耕耘，滋养学子成长

一封深情家书背后的教育佳话
本报记者 杨凯

亲爱的岳父：

今天是12月15日，是您从
教育教学战线上光荣退休两周
年的日子，思量许久，还是决定
以写信的方式表达对您的谢
意。多年来，您总是教导我们
不要怕吃苦，要“自找苦吃”，做
勤劳的“蜜蜂”，让更多人分享
到甜蜜的滋味。我们谨记于
心、付诸于行，每一项成绩都离
不开您的辛勤付出。

记得第一次与您见面是在
敖寨中学大门前，也许是我当
过老师的缘故，初次见面我们
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一下子拉
近了距离。那时的通村路有些
蜿蜒崎岖，风尘仆仆的我们回
到两河口村半坡老家时已是傍
晚时分，热情好客的家人们早
已准备好丰盛的农家菜肴，乡

愁的味道至今让我回味无穷。
如今，在惠农惠民好政策

下，回老家的路平坦又宽阔，乡
村振兴产业取得长足发展，水
岸庄园集文旅、农旅、森旅、体
旅、康旅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正如
火如荼地建设中，一幅学在农
家、乐在农家、富在农家、美在农
家的乡村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
黄橘绿时。眼下，正是两河口
村香柚采摘上市的好时节，曾
经，您把小学课文中《苦柚》的
故事讲了一次又一次，现在，我
们把万山香柚的“脆、香、甜”推
介了一遍又一遍。慕名而来的
新老顾客在果园里采摘体验，
在强村富民工坊里选购，村集
体经济增收可观，村民脸上灿
烂的笑容就是最好的表达。这
些成效与您及村民的支持是分

不开的，您培养的“桃李”们，有
的已成为致富能手，正在乡村
广阔天地挥洒汗水，收获喜悦。

您致力于乡村教育近四十
载，同时也竭尽所能致力于乡
村建设。您从农家里走出来，
深知乡村的艰辛和苦楚，但您
克服困难，持续发光发热。我
们在您的教导下，服务群众义
无反顾。我们以党建为引领，
立足村情民意，不断发展壮大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努力打造
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
的“三农”工作队伍，让强村富
民成效更显著，持续增强村民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乡村成
为人们向往的好去处。

感谢有您，祝您心想事成，
万事顺遂。

您的女婿：韩磊
2024年12月15日

特约通讯员 陈长富 杨旭

从民办教师到公办教师，从村点校
负责人到县直中学副校长，从普通教师
到省、市级名校长，再到市、县级专家，
省、市级骨干教师……冉龙修，从教43
年零5个月，当了30多年校长，2024年
2月光荣退休。本该在家颐养天年，他
却舍不得他的学生，仍然用“银龄”之光
坚守在铜仁市德江县思源中学。

冉龙修校长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2024年
2月，一份退休通知单让冉龙修很不是
滋味，他不断地问自己：不能继续干事
业了？守炉子的晚年生活来了？一连串
的问号向他砸来。

“组织把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
代课教师培养成名师、名校长、专家，
这些不是人生成长的符号和荣誉，更是
一份沉甸甸的责任，组织希望名师成为
引领教育发展的排头兵和领头雁，真正
的专家应该在专业领域起到示范引领作
用。我15岁参加工作，40岁学习电脑，
如今可以适应现代化教学，我一心只想

在教育岗位上发光发热……生命的意义
在于有价值，如果现在我退休在家，如
何体现价值？”在学校班子会上，冉龙
修提出，想继续带他的年级组，班子领
导十分感动，随后，他一如既往在岗位
上坚守。

夕阳只要还没落下，就继续发光发
热。2024年9月，冉龙修向教育局递交
了“银龄计划”申请书，他如愿以偿走
上了坚守近半个世纪的教学岗位。“教
育需要情怀，更需要坚守，如果有一天
我真不能动了，我就离开这份热爱的事
业。”冉龙修说。

冉龙修认为，学习是长本领之母，
实践是长知识之经。他坚持每天阅读一
小时的读书习惯，先后阅读了《陶行知
文集》上下册《教育管理与领导》《校
长如何营造育人文化》《给校长一生的
建议》《学校管理50个典型案例》《优秀
校长的管理智慧》，他每读一篇文章都
会作阅读批注和笔记摘抄，他撰写了3
万多字的心得体会和读书随笔。

听取专家学者的报告、论坛交流互
动、参观访问学习都是冉龙修的取经方
法，学习开阔了视野，提升了管理素
养，厚植了理论知识和管理水平。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冉龙修深
知，教育责任重于泰山，在探索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道路上，需要付出艰辛的努
力。

作为“县管专家”，冉龙修思考着
德江教育如何发展，要在这里找到路
子，就得提升自己的管理水平，就得有
自己的办学思想，用自己的思想去引领

教师发展，在实践中要在“引和领”二
字上下功夫，从根本上转变教师的思想
观念，将先进的教育思想根植于教师的
头脑中，学校与教师只有在先进教育思
想的引领下，才能适应新时代教育发展
的需要。

教科研是促进教育教学发展进程的
加速器，是提升教师专业水平的聚宝盆。
他千方百计引领老师们从不会做课题到
对课题研究产生浓厚的兴趣。在他的指
导下，学校教师申报市级课题立项7个，
县级微课题结题6个，县级基础课题立项
6个，校级基础课题立项27个。

行动引领胜于口头安排。他先后主
持国家、省、市县级课题 10多项均结
题，多次被聘为省、市级基础课题推荐
评审评选及县级基础课题、微课题结
题、立项评审评选专家。在一系列的课
题研修活动中，老师们提升了思想境
界，丰富了思想，提高了业务能力，得
到快速的成长。

冉龙修校长正在发言。

1. 初心有温度

3. 退休不退热

2. 钻研有热度

梁辉波光荣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