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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明禄 文/图

教师，被誉为人类灵魂工程师，承
担着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培养人才
的光荣使命。在我市，有许多坚守教
书育人初心的教师，他们在教育一线
传授知识、播种希望。华德良就是一
位坚守农村教育战线 40 年的退休老
教师，今年 93岁的他依然关心乡村教
育事业，为乡村振兴发光发热。

“教育工作是需要情怀和大爱
的。一名合格教师，要因材施教，不仅
授人以鱼，还要授人以渔。”6月 15日，
谈到对教育事业的感悟，满头白发依
然精神矍铄的华德良说，在他 40年的
教学生涯中，对学生说得最多的就是
要有一颗感恩心，要有一技之长，能够
被人需要，才能收获幸福人生。

心中有梦想
走上从教路

华德良，1931年生，卧龙区谢庄镇

人。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儿，父母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让他

上学读书，争取以后“有条出路”。

1941年秋，华德良走进掘地坪小

学。他特别珍惜读书机会，是学校里

那个最勤奋的孩子，成绩也是最好的，

深受老师和同学们喜爱。1946年秋，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仅上小学 5年级的

华德良报名参加复兴中学考试，被录

取到复兴中学掘地坪分校。一年能给

家里省下 40公斤的粮食（学费），这让

华德良和他的父母非常开心。在中学

里，华德良刻苦学习，决心像五叔兼老

师华洁之一样，考入开封高中，毕业后

回到复兴中学当一名教书先生。1947
年秋，因为学校停办，华德良被迫离开

了心爱的学堂。

“要做一个被需要的人，要做一个

对国家对民族有用的人，要为祖国的

富强读书！”在复兴中学掘地坪分校的

最后一课上，华洁之的这句话影响了

他一生。这句话，让他在离开学校的

日子里一天也没有松懈过，一直坚持

自学；这句话让他顺利走上从教路，影

响了更多像他一样心里有梦想的农村

少年。

“1950 年，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

会议召开，确定开展扫盲教育。南阳

县响应中央号召，成立了冬学运动委

员会，我经过组织培训后，开办夜校

进行扫盲教育。”华德良说，他每天

晚上都到蒲山镇倪家洼村教青年文

盲识字，为了动员农民群众入学，还

广泛教唱《上冬学歌》。说到这里，华

德 良 大 声 唱 了 起

来，声音洪亮，

中气十足：“同

胞 们 啊 ，听 我

言，我们都是庄

稼人。以前要

读书，没有钱，

不 识 字 ，真 可

怜，好像瞎子看

青天……”

忆高光时刻
他满眼是光

“我有个梦想，就是像五叔一样成为

一名教师、一名共产党员！”为此，华德良

不懈努力，主动要求到最需要的地方、最

艰苦的地方去工作。

“饿死饿活，不给齐岗做活；缸里没

水，得下南河。”这是当时在乡邻间流传

的一句俗语，形象说明了当时蒲山镇齐

岗村人民生活的艰难。1952年春期开学

在即，齐岗村小学只有两名教师，不能如

期开学。华德良主动请缨，到齐岗村小

学任教。“齐岗村小学一到三年级只有不

到 30个学生，在同一间教室上课。我常

常是一堂课分成三部分，给一年级学生

上课时，让二、三年级学生预习功课，给

一年级上完课并布置好作业，再给二年

级学生上课，这样依次类推。”华德良说，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他每天都会提前把

各年级学生当天需要预习、复习的内容

写在黑板上，让学生们清楚当天要掌握

的知识。

“那时候实行的是‘包班’制，我一个

人负责教这三个年级的语文、数学、体育、

音乐。”华德良说，音乐课上，教给孩子们

的歌都是他在复兴中学掘地坪分校时学

的革命歌曲，像《游击队歌》《保卫大河南》

《放下你的鞭子》等，孩子们都非常喜欢。

当时，齐岗村小学没有操场，更没有体育

设施，华德良因地制宜，经常带领学生到

两公里外的紫山进行爬山比赛，到一公里

外的南河游泳。

因为离家远，又没有自行车，华德良

和其他两位老师吃住都在学校。每天放

学后，华德良就挨家挨户家访，趁着月

光，一路步行。“那时候人们都忙得很，也

不重视教育，有些孩子说不上学就不上

学，我就通过家访告诉家长和孩子读书

的重要性。”华德良说，他那时候家访的

不只是在读的学生，齐岗及其周边村庄

的适龄孩子，他都会去争取。

“虽然每天都要到深夜才能回到宿

舍，但也收到了良好效果。我到齐岗村小

学的第四个月，班里学生就增加到了 52
名。”说到这里，华德良两眼放光，脸上泛

起红晕，他自豪地说：“那年的 5月 4日，我

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青团；1956年 7月 1
日，我又成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从教 40 年，华德良在卧龙区谢庄

镇、石桥镇、蒲山镇等多个乡镇的 20多
所小学担任过校长。不论在哪里，他都

一心一意扑在教育事业上。他由衷地

说，不管是考上大学，还是当一个农民，

只要感受到幸福、快乐，只要有爱的人

和被人爱，就是成功人生。

心中若有爱
幸福就常在

“爱是相互的，你爱他多一点，他就

会爱你多一点，只要你心中有爱，幸福就

会常在。”如今，华德良感受着被爱的幸

福：天南地北的学生时常到家看望他，子

孙后辈对他更是孝敬有加。

“华德良老师用爱心陪伴我们成长，

他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他的

‘人的价值体现在被需要上，被社会需

要、被工作需要、被家人需要，甚至被陌

生人需要，就会感受到幸福’‘只有爱别

人，才会得到别人的爱’这些话深深地影

响着我。我选择了当医生，为病人解除

痛苦，我关爱身边人，也感受到平凡生活

中的温暖和幸福。”华德良的学生、市中

医院中医内科专家张继中说。

“退休后，华德良老师仍然关心乡

村教育事业，助力乡村振兴。掘地坪小

学门前那座桥和掘地坪街孩子们上学

必经的两座桥的维修、重建，他都捐款、

捐物，同时还号召大家捐款；掘地坪古

迹石葫芦遭到破坏，他又筹款 8000元进

行修复。现在，他还不顾年迈，和关心

家乡发展的龚广涛、左德浩等人一起，

挖掘、整理素材，为出版《红色掘地坪》

奔波。”谢庄籍退休干部周金明对华德

良非常敬佩，称他是掘地坪的“活历

史”、是人生的榜样。

“爱的教育让我们受益良多，我们

兄妹 6人都家庭和睦幸福，我们的 9个
孩子都诚实守信友爱，12个孙子都阳光

开朗有爱心，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幸福生

活都源于爸爸爱的教育。”华德良的大

女儿华远中说，老父亲虽然 93岁了，可

他每天都读书、看报、锻炼身体，至今眼

不花、耳不聋、腰不酸、腿不疼，是个真

正的长寿星。③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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