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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教育强市

善行如光 虽微致远
——记陇家湾小学校长程丰贵22年的教育守望

记者 陈允琪

让微光聚集 让爱心接力
陈允琪

清晨6时30分，雾气未散，在乌蒙
山的褶皱里，海拔1400多米的镇雄县
尖山乡陇家湾小学已亮起了第一盏
灯。“第8035个清晨，山里的孩子需要
光。”该校校长程丰贵每天早上 7时，
总是风雨无阻地和老师们站在校门口
迎接学生，这个习惯自他22年前踏入
这所学校以来，一直延续至今。历经
22年，他推动该校学生人数从 160人
增至439人，将一所仅有6间土坯校舍
的乡村学校打造为“昭通市现代教育
示范学校”，更以独创的“善行教育”体
系为乡村学子铺就成长之路。

从高山微光到燎原之势
“好校长要心中有爱。”
晨曦中，三年级学生程晓蔓奔向

程丰贵，亲切地喊他“校长爸爸”。程
丰贵柔声问道：“是不是要我帮你扎
头发？”小姑娘乖巧地点点头。只见
程丰贵的手指在发丝间翻飞，眨眼
间，马尾辫就扎好了。他眼含慈爱地
看着孩子说道：“就数你最调皮！”这
一套娴熟的动作让我诧异。

程丰贵是个善于思考的人。走
在校园里，说起陇家湾小学的变化，
他感慨万千。

2003 年 3 月的春风还未吹化乌
蒙山的残雪，24岁的程丰贵满怀憧憬
地背着行囊来到陇家湾小学，眼前的
景象让这个土生土长的山里汉子鼻
子发酸。970平方米的校园里，6间教
室的墙体皴裂斑驳，如古树的表皮；
歪斜的课桌上刻满岁月的沟壑；琅琅
书声在漏风的教室里飘荡。“这哪里
是学校？分明是教育火种将烬的残
烛！”程丰贵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面对全乡倒数第一的教学质量
和生源流失率高达 20%的困境，刚任
校长一职的程丰贵不断追问自己：

“干还是不干？要怎么干？”经过一夜
的思考，他找到了答案：“不仅要干，
还要干出名堂来，干出大动静来！”在
乡亲们质疑的目光中，他抡起铁锤，
带着老师们凿石铺路、修补危房。他
们的身影，成为大山深处最动人的风
景。“当想要放弃的那一刻，想想当初
为什么走到这里！”程丰贵用这句话
为自己加油打气。“当时，教室的裂缝
能塞进手掌。”在他的回忆里，剥落的
土墙与如今的教学楼形成强烈反
差。22年后，谁也没想到，当年“程校
长这块又硬又倔的石头”竟能在乡村
教育改革中激起“千层浪”。如今，学
校占地面积达6310平方米，硬件设施
得到极大改善，教学楼、综合楼、篮球
场、食堂等建筑错落有致。

“好学生要有好品德、好成绩、好
身体、好情操和好劳动观念。”上午10
时，陇家湾小学独具特色的大课间活
动开始了。学校用兔子舞、打跳等学
生喜欢的舞蹈代替传统广播体操，学
生们乐此不疲。程丰贵滔滔不绝地
讲起了他心中“好教育”的模样。

“好学校要让学生快乐成长，让
教师幸福发展。”程丰贵和老师们在
高山之间，再次燃起了教育的火种。

善行文化铸就教育温度
2024 年 3 月，陇家湾小学“善行

银行”作为德育创新案例登上《中国
教育报》。3月 27日 17时许，位于教
学楼一楼的“善行超市”里，围满了兑
换善行积分的学生。

程丰贵是一位能够将“观念”通
过不断探索改进，最终打造成完整

“体系”的校长。在陇家湾小学蹲点
采访的那几天，“善行教育”的观念让
我感触颇深。

实干第一，硬件突围。程丰贵从
北京争取“加油未来”项目的支持，联
系热心村民捐赠电动校门；争取红薯
叶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赞助，建成编
程教室；说服村民自发让出5340平方
米土地扩建学校……程丰贵累计争
取到社会捐赠资金逾100万元。“程校
长的抖音号、视频号经常发布学生上
课、课间活动的视频。”学校教师余冬
云笑着说道，“程校长说，要用山区教
育守望者的情怀换取硬件资源，改善
学校办学条件。”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
燃一把火。”2017年，程丰贵在北京师
范大学研修时，在笔记本扉页上写下
了这句话。几年后，这把“火”被他淬
炼成独具特色的“善行教育”体系。

2023年秋，一封北京大学录取通
知书翻山越岭抵达陇家湾。毕业生邓
云——这个曾经险些辍学的女孩，在

“善行教育”的浸润下成长为镇雄县高
考状元。“程校长说，善行的种子会开
花，原来它开出的花可以是未名湖畔
的荷花。”邓云在感谢信中这样写道。

软件革新，储存善行。在陇家湾
小学的“善行银行”存折里，记录着孩子
们拾金不昧的行为；“善行超市”的货架
上摆满了可用积分兑换的文具……这
些源自 2024年云南连心社区公益基
金会支持的创新实践，使德育变得可
触可感。当六年级学生王焮攥着攒
了半学期的 100个积分，给远在浙江
务工的父母兑换围巾时，程丰贵眼睛
泛红，眼神中流露出柔软，他感慨道：

“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温度。”
“教师成长工程”如同魔法石。

2010 年，全校仅有 1 名本科教师，而
现在已有 11 名教师拥有本科学历。
教师曾洪权采用“山歌数学教学法”，
带着学生唱“2、3、5、7、11，阿老表来
洒依……”，孩子们拍桌应和的场景，
彰显出文化血脉已融入课堂！

每周四的“善行讲堂”让老教师焕
发新活力；与北京师范大学共建的“云
端教研”打破地域壁垒；“陈小军在仁
厚小学搞起‘善行菜园’，刘敏在长安
小学灌输‘善行教育’。”说起这些，程
丰贵眼里闪着光。如今，从陇家湾小
学走出的 3 位校长正在不同的学校
复制“善行模式”，这些老师如同蒲公
英般将“善行理念”播撒在尖山乡的
其他学校。

“别人选择离开时，我们选择了坚
守；别人选择抱怨时，我们选择了努力
建设；别人选择观望时，我们选择更加
坚定地行动。”程丰贵经常用这几句话
激励自己和学校的其他老师。

落日余晖洒在“善行证”陈列柜
上，学生们用积分卡拼出的北斗七
星图案仿佛在告诉我们：“当年种下
的火种，现在成了照亮别人的光。”
学生们还用便利贴拼出胡杨树图
案，以此激励自己养成坚韧不拔的
品质。2000 余枚积分卡像散落的星
辰，照亮乌蒙山教育的夜空。程丰
贵用 22 年光阴证明，当教育遇见善
行，最贫瘠的土地也能开出希望之
花。这朵花，正沿着“五善课程”的
脉络，把文明的芬芳送往更远的山

峦。善行之花，如今已繁衍成覆盖
尖山乡的教育“生态林”。

“蒲公英教师”的星辰大海
陇家湾小学秉承“立德树人，善行

文本，幸福至上”的办学理念，致力于
让学生“健康、快乐、幸福”地成长。陇
家湾小学是镇雄县第一所把“少儿编
程”设为特色课程，把“善行文化”融入
思政课来开展教学的学校，也是全面
推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

“三教”有机结合的学校。
“好教师要善于担当、爱生如子、

言传身教。”
在陇家湾小学与师生们朝夕相

处的几天里，我看到这所学校的“好”
写在师生洋溢着灿烂笑容的脸上。
这所学校让学生健康成长，让每一位
老师都找到了“家”的感觉。

2017年，该校成为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加油未来”项目学校；2020年，
被评为“镇雄县三星级示范学校”；
2022年，被评为“昭通市现代教育示范
学校”；同年，包揽全乡在云南师范大
学附属镇雄中学所有推荐名额。该校
现为昭通市在校学生最多的村级以下
小学；重点中学升学率连续 5 年超
30%；教师团队累计获各级表彰上百
人次；部分学生可熟练运用少儿编程
基础知识，该校也是全县首个将少儿
编程纳入校本课程体系的学校……

“有人说我是‘张桂梅式’的校
长，其实我们每个乡村教师都是教育
星火。”晴空下，程丰贵正指导孩子们
写下“善行天下”的字样。远处，新栽
的“善行林”在春风中摇曳，仿佛是无
数双托举梦想的手。“我们坚守大山，
是为了让更多的孩子能走出大山。”
程丰贵办公室墙上的《十五年发展规
划图》展示着他的教育蓝图：“善行文
化研究院”将系统提炼乡村教育经
验；把学校升级为九年一贯制学校的
目标；推进与上海名校共建的“城乡
教育共同体”建设……

程丰贵就是一位“蒲公英教师”，
他拥有属于自己的教育体系下的星
辰大海。他让我看到，善行如光，虽
微致远；他让我看到乡村教育的星火
相传；他让我看到他和老师们的坚
韧。每个人都在努力向前，正如程丰
贵说的：“坚持就会改变，做一个更好
的自己！”

2025年 3月中旬，接到《昭通日报·教育强
市》改版采访任务——蹲点采访基层教育工作
时，一种莫名的激动涌上心头。这次采访将打
破常规，我要真正地走进受访者的生活，了解
他们的内心世界。

3月24日 晴 23℃
13时，我、毛利涛、罗丹、田朝艳、兰波一行

5 人从昭通日报社出发。一路上，阳光正好。
首站前往镇雄县尖山乡陇家湾小学进行采访。

汽车在蜿蜒的山路上盘旋前行，3个小时
后，我们到达了距镇雄县城50多公里的陇家湾
小学。我们与校长程丰贵简短交流后，17时25
分，放学铃声响起。程丰贵略带歉意地说，他
要去送学生出校。

我有些意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每天都
如此，还是仅仅因为我们到访才这样？殊不
知，接下来的 3 天，陇家湾小学给予我太多惊
喜、感动与温暖。

3月25日 晴 23℃
6时 50分，我们从尖山乡集镇迎着晨曦出

发，开启美好而新奇的一天。
7时20分，到达陇家湾小学后，我们打算全

程参与当日教学活动。
陇家湾小学共有 6个年级 6个教学班，439

名学生和13名教师。令人瞩目的是，该校不仅
成功实现从村辖小学到现代教育示范学校的
跨越式发展，更以439名在校生规模，成为县域
内村级以下学校中屈指可数的办学典范。

7时 30分，教室里传来琅琅读书声。让我
惊讶的是，这所群山环抱的小学，所有学生竟
然能如此早地自觉到校晨读。一旁值守的曾
洪权老师介绍道：“每天 7时起，学生们便陆续
进校，7时20分前全部进入教室晨读。”

晨光中，全体师生迅速进入状态，开启一
天的教学活动。正是这样一群老师和学生，让
这所深山里的校园充满朝气与希望。

9时55分，学生们迎来20分钟集体活动时
间。兔子舞、打跳、手指舞等特色课间项目次
第展开，学生们伴着欢快的节奏尽情地舞动。
音乐节奏从激昂渐至舒缓，张驰有度，20分钟
的运动时间让学生们在愉悦的氛围中完成体
能锻炼。这种充满趣味的课间活动，既可愉悦
身心，又能强健体魄。

12时，学生们迎来午餐时间。学生们依次
走出教室，有序来到打饭处，自取餐具后按需取
用标准化套餐——两荤一素一汤。整个流程无
需食堂阿姨打菜，也无需老师监督，秩序井然。

看着这般守纪律的学生，我相信他们长大
后，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恪守规范、自觉自律。

16时 45分，在第四节课上，我们为学生们
增设了关于无人机、相机拍摄的讲解内容。

“哇，好神奇！”“无人机是怎么飞上天的？它飞
到哪里去了？”“我想拍照，我想和好朋友一起
拍照。”学生们好奇极了，不停地问这问那。

我们的初衷是，让大山里的学生们对这些
设备产生浓厚的兴趣，进而引发他们对大山外
的世界、对新事物的探索精神。

17时30分，放学的铃声响起，学生们依次
排队沿楼梯右侧下楼。他们像一个个小战士，
上学、放学都排成直线行走。到校门口，每个
学生都会向老师敬礼、挥手，说“老师好”或“老
师再见”。

不论学生在何处遇见我们，都会大方热情
地问候：“老师好！”学生们展现出的文明素养，
正是这所学校的13位教师悉心教导的成果。

3月26日 晴 28℃
刚送走星光，又迎来晨曦，我们已经启程。
昨晚，听完老师们每周一次的分享交流

课，回到住处时，夜空已布满星光。
5时50分，乡镇上一片寂静，村庄里的公鸡

还没睡醒，我们便驱车前往陇家湾小学，新的
一天开始了。

6时 30分，我们分为两组跟拍校长和老师
们的一天。

8时 20分至 11时 55分，被程丰贵称为“万

金油”的教师们不断更换课本，依次完成语文、
数学、科学、道德与法治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他们不仅要跨学科教学，而且还做到上哪门课
就精通哪门课。这种情况一方面源于教学环
境的限制，另一方面则出于他们对学生的责任
与担当。

16 时 45 分，我以临时老师的身份走进五
年级教室授课。我从丰子恺先生的《手指》一
文展开，讲述团结与包容的道理，再引申到学
好语文的意义，鼓励学生追逐文学梦、记者
梦。“相信自己，你们可以做得更好！”面对 60
多名学生，我内心十分激动，而学生们也积极
回应。课堂气氛热烈，互动频繁。短短 45 分
钟，既不足以让我充分讲授知识，也不够孩子
们争先恐后地倾述梦想。

当梦想拨动第一缕春风，所有的成长与蜕
变都在星光下如花绽放。这一刻，我感到很幸
福，因为这群学生成全了我当老师的梦想。

3月27日 晴 30℃
12时，田朝艳买来很多糖果，打算吃饭时

分给学生。没有谁告诉学生怎么分配，但每个
学生都自觉地只拿一颗，他们懂事的样子让人
动容。有个学生拿了一颗糖果后，小心翼翼地
装进衣服口袋里，说要带回家给妹妹吃。一个
懂得分享的孩子，必定善良且富有责任心。这
份教养，与老师们的谆谆教诲密不可分。

糖果很甜，学生们的笑容更甜。
12 时 30 分，学生们围在我们身边说说笑

笑。很多学生问我：“老师，您为什么只讲一节
公开课？为什么不去我们班讲课？”我和学生
们约定以梦为马，高处重逢；纵使泪光闪烁，也
不言离散。我知道，因爱心接力的芬芳，早已
沁入每一段前程。

14时许，我和毛利涛来到“一师一校”的田
坝小学。50岁的刘大举是名编外教师，他在这
所小学坚守了 27年。目前，学校只有 10名一、
二年级学生，但他依然每天7时20分准时到校，
风雨无阻地完成语文、数学等4个科目的教学工
作。这所学校曾连续7年在全乡一、二年级期末
统考中位列第一名。但是，这个学校还能存在
多久？刘大举还能坚守多久？谁也不得而知。

17时，我们返回陇家湾小学。全体师生为
我们举办了欢送仪式，我们何德何能，竟能获
此厚待？《听我说谢谢你》的音乐缓缓响起，孩
子们用手语配合着歌曲的旋律。我们挥手说

“再见”，泪水止不住地流下来。在这所学校
里，我看到了许多温暖的瞬间，老师和孩子们
的灿烂笑容让我感动。

18时许，我们驱车绕行山路、徒步穿越小
道、翻越几道山梁，再次来到昨天家访过的学
生家中。受访的是一对分别就读三年级、四年
级的姐妹。她们的父母因特殊原因一直没有
回家，姐妹俩每天早上需打着手电筒步行一个
半小时才能到学校。姐妹俩和奶奶一起生活，
这无可奈何的生活现状，让我们流下了眼泪。

我们将买给她们的衣服及一些食物送到
她们手中，这份微薄的心意，但愿能为她们带
去一丝温暖。看着姐妹俩爬上高高的山顶，我
们希望她们的明天不再有悲伤。

微光汇聚，爱心接力。虽然这次采访已经
结束，但我们和陇家湾小学的故事才刚刚开
始。我相信，孩子们会在年轮的光影中茁壮成
长，而我们和陇家湾小学师生的故事必将延续
下去。

开栏语：
教育是国之大计，关乎城市未来与市民福祉。为全力推进“教育强市”建设，进一步加强“教育强市”宣传工作，

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昭通市融媒体中心组建记者专班，深入基层教育领域开展蹲点调研。记者们通过沉浸式采
访与深度观察，挖掘基层教育一线的动人故事，并在《昭通日报·教育强市》版开设《校长的一天》《记者蹲点日志》

《梦想家》等栏目。3月底，第一组记者走进镇雄县陇家湾小学，感受陇家湾小学的“善行教育”，并形成系列稿件，以
飨读者。

（之一）

【延伸阅读】
陇家湾小学位于镇雄县尖山

乡仁厚村陇家湾村民小组，始建
于 1958 年，是一所村级以下完全
小学。2003 年，程丰贵到陇家湾
小学任校长，在他的带领下，该校
逐步形成以“善行文化”为抓手的
办学思想体系。

陇家湾小学办学理念为“立
德树人，善行为本，幸福至上”，校
训为“向上向善，知行合一”，校风
为“求真创造美，光明圆融善”，教
风为“善于担当，爱生如子，言传
身教”，学风为“勇于立志，尊师若
父，学思践悟”，办学目标为“做一
个更好的自己”。

程丰贵和学生们合影。 实习记者 兰 波 摄

陈允琪给学生们上课。 记者 罗 丹 摄

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
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在陇家湾小学，同
学们化身“小小梦想家”，不仅说出了自己的梦
想，还把内心想对爸爸妈妈和老师说的话一一
道来。《昭通日报·教育强市》版首次推出《梦想
家》栏目，邀请读者一起听听陇家湾小学同学
们的梦想。

常俊羽：“我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因为我
想成为像我们老师那样的人。”

岳妍：“我想当一名老师，因为可以传授知识。”
李天佑：“我想成为一名画家，这样就能画

遍全世界。”
万丰铭：“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科学家，为祖

国制造许多机器。另外，我想对妈妈说：‘您辛
苦了！每天都为我洗衣做饭。’”

郎俊骐：“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记者，把身边
美好的事物展现给大家。今后，我上课一定认真

听讲，积极完成作业，争取考上一所好大学。”
常梦成：“我们家离学校太远了，每天早上

5时就得起床，放学后很晚才能到家，我希望学
校能修建一栋宿舍。”

陈浩男：“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人，守护我
的家人，保卫祖国，为祖国争光。从今天起，我
一定努力学习、坚持锻炼、好好吃饭。”

王子龙：“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军医，因为这
样就能给军人治病，让他们的身体更强健。”

这些看似带着孩子气的梦想，却是同学们
此刻最真挚的表达；这些对父母、对老师的感恩
话语，是同学们长久以来深藏心底、未曾表露的
真心；对学校提出的建议，则饱含着同学们以校
为家的深切期盼。未来，就看你们的啦！

未来，看你们的
记者 罗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