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向大地，

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作为一名站在三

尺讲台上的最前线的教育工作者，快

速起床，洗刷完毕，仿佛全身打了鸡

血，兴致勃勃地奔在去宋庄小学的路

上，日复一日，天天如此，虽然开车还

要半个小时，虽然是所只有 48 个孩子

的农村小学，虽然包括校长也只有 8

个清一色的“娘子军”，但它依然是我

每天最想去和工作的地方，一切的缘

由，都是因为我爱这所学校，很爱很

爱……一幕幕难忘的镜头，一幅幅动

人的画面，一件件幸福的往事，让我

感动深深，幸福满溢。

宋庄小学———因为爱着它，让我

对它情有独钟；因为付出，让我对它

念念不忘，因为收获，让我对它感激

不尽；因为笑过哭过，让我对它牵肠

挂肚，因为这里有梦，让我追求的脚

步永不停歇。

宋庄小学坐落在冷口大山脚下，

站在教室窗前，你就能很清晰的看见

巍峨耸高、绵延不断的大山，或许正

是因为它的哺育，这里的人们朴实可

爱，这里的孩子乖巧懂事，我们这里

的校园并不大，当你走进学校的大

门，你会看见两排苍翠欲滴的冬青和

两列高大苍劲的梧桐，一样的干净和

整洁，一样的充满蓬勃的生命力；我

们的操场并不大，只要是下课时间，

谁都能看见孩子们快乐奔跑的身影

和听见爽朗清脆的笑语，；我们的教

室并不宽敞，在简陋的空间里依然有

学生朗朗的读书声和老师的谆谆教

导；我们的办公条件并不舒适，冬冷

夏热，随时都有同事操心着热水和炉

火，关上门，写着备课，进行教研，批改

作业，谈笑风生……大家的心是暖

的，还会感到冷吗？我们的餐厅几张

桌子拼在一起就是餐桌，每次开饭都

是先仅孩子们吃，有争着给孩子们端

汤，“一大家子”其乐融融，饭能不香

嘛！

我在农村当老师，从不觉得自己

亏，在这里，空气清新，井水香甜，孩子

们的每一声“老师好”，总能让我觉得

美滋滋，同时更能觉得责任重大！我在

农村当老师，从不觉得学不到东西，相

反，这里的老教师经验丰富，而且慷慨

解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得到的

不比城里的少。我在农村当老师，从不

觉得教师队伍小，粗活重活想方设法

统统拿下，你干不完的我来，我干不了

的你帮，上级领导检查教学常规，没有

一样不让领导夸赞的。我在农村当老

师，心总是热的，校长处处为老师着

想，老师们刻刻为学校分担，没有勾心

斗角，只有心心相印，敢问：这样的农

村学校，这样的宋庄小学，你舍得走

吗？

一切的一切，源于我对教师这份

职业的尊重，源于我对学生的这份责

任，当上了一名农村教师，才能从内心

感受到这“爱生如子、爱校如家”八个

大字的真正含义，今后的我，也将会继

续战斗在这农村教室的三尺讲台，继

续尽到一名教师的应尽职责！

我在农村当老师，我骄傲！我自

豪！

编者按 为了充分展示近年来我县各条战线取得的辉煌成就，引导广大民众认识家乡发展过程，从而热爱家乡，热爱

祖国，为绛县文明建设增光添彩，县文化局图书馆组织举办了“共赞家乡美、同圆中国梦”有奖征文大赛。此次征文共收到

作品 40 篇,评出一等奖三名、二等奖五名、三等奖十名。作者有小学生、有教师、有农民、有乡镇干部，每一文章都反映了作

者对家乡、对学校、对祖国的热爱，感动了评委、感动了工作人员。

从活动参与者的角度看，征文活动为每一位参与者提供了展示文学才艺的平台，提高了文学素养，培养了文学爱好。

从图书馆的角度看，征文活动客观上推动了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有利于形成“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文明风尚，强化了

图书馆传播优秀文化的阵地作用。从政府部门的角度看，征文活动的稿件多为作者的有感而发和真情流露，在某种程度

上成为观察社会舆情动态的有效渠道，真实反映了本地区的民情民意。

现将获奖作品选登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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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交村地处绛县最北缘，襟曲翼之

交，东屏太岳，西邻浍滩，南依峪河，北

有滦水，古有“五水朝宗”之谓，河川毓

秀，人杰地灵，佳树良田，物阜民丰，商

贸繁荣，文化先进，解放至今一直是区、

乡、公社和镇政府建制所在地。全村 14

个居民组，农业人口 3479 人，耕地面积

2735 亩，非农及境外人口 1077 人。“老

虎上山”是山西绛县大交镇大交村的传

统社火节目。

“老虎上山”又名斗虎，是广泛流行

于绛县大交镇大交村的一种传统表演，

它形成于明末，兴盛于清和民国，距今

已有 300 年的历史，以其凶、险、奇、惊的

特点。起初杆子比较低，如今已高达 12

米，顶端有 4 平方米表演平台，平台上

固定两个背靠背的太师椅，俗称“小

山”。平台四角由四根绳索做牵拉地线

以保持稳定，平台两端各拉两根并列的

粗大绳索，作为“老虎上山”坡道。

大交人对老虎上山可谓情有独钟，

他们已经把斗虎、尚武的这种大胆心

细，强悍刚正的性格根植到自己的血液

中。在大交，真正能参加斗虎表演的，都

是村里武艺高强，精明干练的佼佼者，

每个人都以参加斗虎为至高的荣耀。70

岁左右的老人都记得在上世纪四五十

年代的大交虎艺校场，那里有身怀绝技

的校场统领传授武艺，不论年龄大小，

白天晚上都有人苦练武术，切磋虎艺，

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甚至在田间地头，

休息空余时间，斗虎人也不闲着，举着

框子也要耍上一阵，可见斗虎在大交极

其深厚的群众基础。老虎上山节目有惊

无险，展现了大交人胆大心细，强悍尚

武的个性。

快看！大交的老虎上山又开始表演

了，伴着欢快的鼓点，在人们的欢呼中

虎爸爸和虎妈妈带着它们的虎宝宝登

场了。元宵佳节，大交镇文化广场人山

人海，彩旗飘飘，其中不乏其他乡镇甚

至外县的人，他们是专程为大交村老虎

上山表演而来，紧张，热烈，刺激，扣人

心弦的表演让观众们拍手叫绝，令人久

久回味。这一独具特色的节目，已被列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

老虎上山时，两只大老虎带着虎宝

宝大摇大摆的走在山脚下，虎妈妈蹲在

地上，淘气的虎宝宝在地上嬉戏玩耍，

在地上打滚，这时观众再次以热烈的掌

声叫“好”。表演者配合默契，大胆心细，

稍有不慎，两根大绳就会绞在一起，十

分惊险。来到半山腰时，大老虎做搔首

弄姿的动作，虎背一张一弛，姿态生动，

栩栩如生。实际却险象环生，扣人心弦。

山上表演更加惊心动魄。老虎爬到顶端

后，在两尺宽的高空平台表演仰面、回

舔、护崽、挠尾、啸天、望月、环视、单立、

倒立、打斗等多种高难度动作。表演精

彩，技艺高超，有惊无险，扣人心弦。其

中在老虎啸天时，老虎在太师椅的四个

扶手上四方一跃而起，伴以急促的锣

鼓，浑厚的虎啸，一展山中之王的雄风，

表演之精湛，气氛之热烈，令人叹为观

止。老虎扑食更为惊险刺激，最为考验

表演者的胆量和技艺，头从后太师椅直

扑前太师椅下方平台边缘，锣鼓骤然大

作，艺人身形飘逸，观众目瞪口呆，胆战

心惊。起大顶动作时，虎头跃起，虎座直

立高扛虎头，虎头两脚直探高空，神似

直立猛虎，环视四周，声声虎啸，阵阵锣

鼓，把演出推向高潮。老虎舐犊时峰回

路转，虎妈妈和虎宝宝相偎相依亲昵嬉

戏，温情脉脉，观众心中莞尔，起到跌宕

起伏的表演效果。纵观斗虎整场表演，

时而平沙落雁，波澜不惊；时而虎啸山

林，风云突变，鞭炮声、锣鼓声、虎啸声、

惊叫声、欢呼声，此起彼伏，高潮迭起。

近年来，我县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大交村老虎上山节目不仅

连年成为绛县社火表演的高潮，在周边

县市也名声远扬，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

民间舞蹈。大交村的深厚的群众基础使

得老虎上山节目的传承枝繁叶茂，经久

不衰。我们也相信，大交村老虎上山展

现了我们大交人勇攀高峰、迎难而上的

精神。大交村在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小

康社会的今天必将能够大展虎威，赢得

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暑假携儿回娘家，车行至郝庄到礼

元的公路，两旁绿意浓浓，扑面而来。不

由赞到：“儿子，这一路好美，快拍下来。”

思绪猛然拉回到了幼时。小时候因

为太姥姥所在的村，也要途径这条路，所

以每年跟着妈妈要多次丈量它。那时这

是一条乡间土路，且一路多坡。那个时候

每每走累的时候，总是抱怨。妈妈又总要

提醒别弄脏了鞋子，自己跟着妈妈跳来

拐去的，为挑平点的路，更是不胜其烦。

而且每当我们村有姑娘要嫁到太姥姥的

村里时，总听大人念叨，怎么嫁到那垣上

了，一路上坡，自行车推一路。言外之意

对这条路实在头疼。

后来上初中时，这条路要修的消息，

对于八十年代的村庄来说确为一大喜

讯，而且喜的不仅仅是垣上的几个村子

的人，垣下的人也有对此有奔走相告之

喜。因为即使修路不能把原本崎岖的破

路变为完全的坦途，总归要告别那晴天

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的旧日了。无论

走亲戚还是去路旁自己的田间耕作，脚

下变得平整干净，怎能不叫人拍手称好

呢。于是坑坑洼洼的土路，终于变成了在

那时就算无比宽敞的柏油马路了。

毕业后，参加工作，没有想到自己就

要到因为那条路被村人诟病的垣上去从

教。那条路成了自己每周必行之路。每周

回家时，骑着车子一路下坡，几乎不蹬车

子就滑到了村口，感觉还挺惬意。但等到

周日下午返校时，心中的郁闷就如期而

至。呼哧呼哧的推车爬坡运动成了必修

课，也成了自己无比闹心的事。每当自己

满头大汗的来到学校的门口，心里就会

冒出：终于把这鬼坡爬完了。

回想三十几年行走这条路，似乎抱

怨和郁闷总是充斥于行程中，至于路旁

的风景，只记得路前半程两边都是们村

的麦田。因为是梯田，只在春夏麦子成长

和成熟时，两边绿黄交替变化间，才有些

许让人动容的景。而其余季节除了黄土

和杂草，没啥能让人遐想的景。后半段，

零落在坡上的几个老柿子树，也只在秋

天，挂出几颗红柿子时，才能引起路人的

驻足。也只是为了攀摘几个柿子，来了却

味蕾的欲望。美，对于整日奔走劳碌的农

人，只是司空见惯的漠然。而我这个读书

人，毕业后又做了语文教师，也未曾对这

路的两旁有过美的联想。

几年没走这条路，也未曾想过，它能

引起我的惊呼。那日车行之中，浓浓的绿

意扑面而来，随着车行，层叠的绿缓缓后

移。几年的退耕还林，两旁早已不见昔日

麦子收割后裸露的黄土，那零落的柿子

树也早已淹没葱郁的洋槐枝丫间。打开

车窗，呼入心肺的空气，似乎也已融入了

那醉人的绿，不觉让人心旌摇荡。我放慢

了车速，儿子拿出手机开始录下这一路

绿意。到家之后，打开孩子录的微视，细

细观赏，那山还是那山，那田还是那田，

那路也还是那路。只是那生命的绿，早已

扫去贫瘠的枯黄；只是那跃动的绿，早已

写下簇新的诗篇；只是那醉心的绿，早已

种下希望的梦想。一条路的变迁，几个村

庄的变迁，背后是一个民族的变迁。中国

梦，在乡间并不宽阔的一个道路上也在

悄悄启航。

是夜，有梦入眠，那一路绿意在我心

间肆意萦绕！

“哎，又失败了！”刚刚大学毕业的张蔚然垂着自己曾经

高昂的脑袋。作为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再加上本身素质不

错，大学里也是混的风生水起，张蔚然一直是很自信的一个

小伙子。只不过短短两个月，连番的面试碰壁让这个曾经骄

傲的天之骄子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

手机响了，张蔚然兴奋的拿过来，会是哪个公司的面试

通知呢？

“妈妈……”从毕业以来，家里就三番五次的打电话催

促，说让回去搞什么樱桃种植，当初报农业大学也是家里的

意思。这一切都让张蔚然烦透了！见识了大都市灯红酒绿的

生活，怎么愿意回到那个落后的小县城呢？犹豫的点开接听

键。

“蔚然呀，上次给你说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你李叔来

家里 好几 次了 ，全村人都 知道你是 咱 们村 的高 材生

…………”

“妈！我都说了多少次了，我不回去不回去！我努力读书

不就是为了离开那个小山沟吗？现在好不容易出来了，我

……”

“嘟，嘟，嘟……”哎，又把妈妈惹生气了，可是他们怎么

就不理解我呢？算了，睡吧，明天还有几个招聘会，看看能不

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夜色深了，在相隔九百多公里的两个地方，一家人都难

以入眠。

“张先生，如果您被录用我们会及时通知您的，请您耐心

等待。”看着对面美女公式化的微笑，张蔚然的心又一次跌倒

了谷底。一次又一次的碰壁，打击着张蔚然的自尊心，也让他

开始怀疑，自己一个学农业的大学生，真的可以在北京找到

适合自己的工作吗？是不是回去，也是不错的选择呢？这一

夜，张蔚然辗转难眠。

一眨眼毕业三个多月了，到了全家团圆的中秋节，眼看

着工作还没有着落，心急如焚的张蔚然经过三天的心理建

设，还是决定踏上返乡的旅程。

一路上，张蔚然不停的想着，乡亲们会如何看待我呢？别

人都是衣锦还乡，我这灰头灰脸的回去，大家会不会看不起

我呢？怀着五味杂陈的心情，张蔚然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刚下了公交车，远远的就看见村口人头攒动。张蔚然的

心里咯噔一下，心提到了嗓子眼，真不知道接下来将面临什

么。
“蔚然啊，你可算是回来啦，大

家伙就等你着呢！”
村书记李叔一把抓住张蔚然的

手，大家伙也都是期盼的看着他，让

张蔚然心里一阵发毛。

看着愣在当下的张蔚然，李书记立刻说道：“你看看我，

孩子刚回来肯定累坏了，先休息先休息，有什么明天再说！乡

亲们，这下蔚然回来了，大家都不用担心了，咱们明天啊开个

全村大会，现在就各回各家吧！”

乡亲们都带着满意的笑容回家了，李书记也和张蔚然的

父母拥着张蔚然往家里走。

回到家，放下行李，李书记已经在大屋等着了。

“蔚然，你是不知道，咱们村好不容易要下了樱桃种植这

个项目，人家指定得有个技术指导员，这不，你是咱村里唯一

的大学生，还学的是农业，我听人家说，咱这樱桃卖好了，挣

得可不少呢！就赶紧让你妈把你叫回来！”

“李叔，我对这樱桃也一窍不通啊！”张蔚然头疼的回答。

“不会可以学嘛，你们年轻人接受能力强，学的也快。我

听你妈说你在学校学的是农业管理方面的，这种樱桃可是个

技术活，不比你上班简单呐！”

想想自己在北京的四处碰壁，眼前这个机会还是比较合

适的，不如就答应好了。

“李叔，既然您都这么说了，那我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我

一定会好好干的！”

听到张蔚然的保证，李书记长吁一口气，张家老俩口也

露出了舒心的笑容。儿行千里母担忧呐，能在家里有份好的

事业，那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虽说张蔚然在北京没有找到合
适的工作，却也跟他的专业有很大

关系，植物生产类这样冷门的专业
在北京这个快节奏的城市着实不好

就业。

既然答应了村书记，张蔚然便开始着手相关准备。翻出

压在箱底的专业书，查阅有关樱桃的资料，与引进项目的相

关负责人沟通，整整一个月，张蔚然忙的家里都看不到人影。

而随着对樱桃种植的深入学习，张蔚然也发现了种植的

乐趣。尤其是看着这一颗颗小小的樱桃苗，满怀期待的等待

他们的成熟，张蔚然的心里，别提有多满足了。

当然，事情总不是一帆风顺的，这不，张蔚然就遇到了一

个难题。由于大家都没有与樱桃相关的种植经验，在种植初

期，如何规划用地，让樱桃树得到合理的光照成为大家面临

的第一个问题。老百姓们都希望种植更多的树好结出更多的

樱桃，赚更多的钱，有些村民不顾张蔚然的劝阻多种了好些

树，使得整片樱桃园不能得到好的光照。对此，张蔚然没有气

馁，而是针对这些“种植钉子户”一个个的走访询问，告诉他

们光照的必要性，并帮助村民解决了樱桃树的光照问题。自

己看着长大的孩子，再加上张蔚然说的也确实有道理，解决

了村民的燃眉之急，张蔚然一下子赢得了大家的信任。

家乡开始了红红火火的樱桃种植事业。春去秋来，张蔚

然回到家乡已经一年多了。这一年来，张蔚然不断的学习，不

断的进步，全身心的投入到樱桃种植的事业当中去。到了樱

桃成熟的季节了，结果究竟会怎样呢？

这一天，浏览网页的张蔚然看到了一条新闻，世博会即

将召开。作为全世界最大的成果展示舞台，如果我们的樱桃

能出现在这里，还怕会没有销路吗？

想到就去做，张蔚然立刻开始搜集相关资料，按照程序

将自己的樱桃特色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提交了申请。当然，

这些事情都是张蔚然自己一个人做的，万一提前告诉大家但

是申请却失败了乡亲们得多失望啊！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蔚然收到了世博会的邀请，可以去

上海展示自己村种植的樱桃，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

张蔚然立刻将这个消息告诉了李书记，很快全村人都知道

了，老百姓不知道世博会是什么，但是能去上海就是光荣的

啊！

如果说能参加世博会已经是一个大馅饼砸在头上，那么

另一个消息的到来更是让张蔚然高兴的不知所措了！家乡的

樱桃种植得到了中央七台农业频道的关注，派出了专题报道

小组，要将这些结合新技术种植的樱桃宣传出去。

张蔚然觉得幸福极了！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一切的一切，

能在他的家乡，曾经他认为的贫穷县城 - 绛县得到。

看着眼前一片片的樱桃树，看着树上这些红彤彤的大樱

桃，张蔚然的眼睛湿润了。

是啊，樱桃，又红了！

“共赞家乡美、同圆中国梦”有奖征文大赛优秀作品选登

刺激的表演、文化的传承
———记大交村老虎上山表演

◎ 胡春霞

一路绿意绕心田 因 安峪初中 赵红娟

樱 桃 又 红 了
◎ 冷口乡冷口小学教师 闫 璐

·一等奖·

·一等奖·

我在农村当老师 ◎ 冷口中心校宋庄小学教师 张俊俊

·一等奖·

我的家乡坐落在中条山下，涑水

河畔———绛县冷口乡最西端的宋庄

村。儿时的记忆中，村里经济落后，信

息闭塞。村民们除了在田间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靠微博的农作物收入来维

持生计外。偶有经济头脑的人们会到

村旁的涑水河里淘沙，到南山上放羊，

收入可能会高一点。看一个村的好坏，

就是要看村里的学校。我的母校始建

于五六十年代，“破烂不堪”是我唯一

的记忆。我的小学生活就是在这样一

个学校里度过的。

在那个年代里，家家户户都是孩

子特别多，多则五六个，少则也有两三

个。家长每天忙了地里忙家里，孩子能

吃饱穿暖就算好的了，根本无暇顾及

孩子的学习，全凭自己的努力。更别提

对学校有啥帮助和支持了，任凭学校

破烂下去。

首先说学校的大门，大门上面有

一个顶盖，这个顶盖还不如没有，因为

它是用一根不太结实的圆木支撑，每

过一次内心都要经过一次挣扎，唯恐

由于自己的调皮撞到圆木上，导致大

门坍塌。砸伤自己不说，说不定还要招

来一顿责骂。院墙说有但不全有，说没

有吧却又隔一截有那么一段，用“残垣

断壁”“形同虚设”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周边的邻居不用打招呼，想进就进，想

出就出。当时的安保工作做得也不是

很到位，经常有小年轻到学校骚扰。晚

上，住校的女老师不得不用椅子顶住

门，确保安全。学校的校舍七零八落，

有北房 12 间，西房 4 间，院中间又有

东房 4 间。全是土坯房。房顶上有大小

不等的窟窿若干个，墙体有两指宽的

裂缝。晴天，太阳光除了在窗户上照进

来，头顶上也有，有时，我们就用小镜

子反射头顶的光，让光线射到某个小

伙伴的眼睛里，作为玩耍的小乐趣。下

雨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课上

不成了，我们就站在摇摇晃晃的桌子

上用盆子或碗接，大家有的忙着整理

书本不被淋湿，有的两三个人一组把

桌子凳子尽量挪到不被雨淋到的地

方，有的站在桌子旁替换接水，吵吵嚷

嚷，老师忙着维持秩序。现在想想也是

童年一个有趣的回忆。

时间一直持续到 2005 年，国家实

行了“危改工程”扶贫项目，上级部门

对学校进行投资，再加上村干部筹资、

村民集资，我校新建南平房 16 间。我

清楚的记得，村干部外出筹资时为了

节省开支，有时一天三顿都是啃方便

面，喝白开水。村民为了让孩子们早日

用上新教室，自发的到学校义务当小

工。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多方努力，

赶在 2005 年冬季取暖之前，全体师生

如愿搬进了新校舍，有热心家长还在

校门口鸣放了鞭炮。2010 年，国家再

一次为学校拨款，新建北平房 16 间。

新垒院墙 240 米，更换了铁大门。至

此，学生和老师们彻底告别了“危房”

的历史，一座完整的校园诞生了。现如

今，宽敞明亮的教室窗明几净；平整的

校园里绿树成荫；硬化的操场上健身

器材随处可见；配备了符合标准的多

媒体教室，实现了“班班通”；电脑室、

音美功能室、体卫功能室、科学实验

室、图书室、图书阅览室配备齐全；有

一整套音体美器材、科学、数学仪器；

人均 50 本的课外读物。城里孩子有

的，我们学校都有。城里孩子用的，我

们学校的孩子们也都能用上。而且，我

校还有一支非常敬业的教师队伍，她

们有着农村人的质朴与善良。她们的

教学能力可能不比城里教师，但她们

正努力借助先进的教学设备提高自己

的教学水平。有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

们，学习上，她们刻苦勤奋，积极向上；

生活上，她们互帮互助，团结友爱。

这些年来，虽然学校的校容校貌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学校坐落在村

子中央，四周居住有农户，无论校内的

卫生有多整洁，丝毫影响不到周边的

群众，学校外面经常堆放着杂物，杂草

丛生，垃圾遍地。今年以来，在新一届

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全县城乡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环境综合整治活

动，城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

群众精神面貌和社会文明程度有了大

幅度的提升，我校周边环境也发生了

彻底的变化，经过这次活动，陈年垃圾

被彻底消除，每天早上，学校里的师生

打扫校园里的卫生，周边的人们自觉

地清理校外卫生，学校与村民掀起了

一场竞争的良好势头。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

子”，这是所有人的心声。现如今，村里

的经济发展了，也富裕了，人们不再把

精力放在一亩三分地上，而是更多地

关注着孩子的教育问题。这是农村老

百姓最大的转变。也是我的家乡最大

的改变。每到春节，外出打工的人们回

来，看到家乡学校的变化，都是看在眼

里，喜在心上。

家乡的变化可喜可贺，我为我的

家乡点赞！

我为我的家乡点赞 ◎ 冷口乡宋庄小学 樊慧娟

·二等奖·

·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