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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爷 爷 眼 里， 教育比 天

大。”36 岁的唐 千红说起爷爷

唐延禄当初劝说自己回乡教学

的场景时，如是评价。在她看来，

爷爷把自己创办的天天乐小学

看得“比命还重要”。

1990 年，狮城村唯一的一

所小学因为唯一的老师因病调

离，村里的孩子全部辍学在家。

时任村主任的唐延禄得知这一

情况后，十分着急。为此，他

辞去村主任的职务，和时任村

妇代会主任陈月英一起，在狮

城 小 学的原 址 —— 一座 土 庙

里，联合创办了天天乐小学。

学生慢慢增加，但因为学校

的条件不好，请不来老师。这时，

唐延禄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孙女。

2003 年，当时 20 岁的唐鲜

花高中毕业，正想着“去看看外

面的世界”。一天吃饭的时候，

爷爷突然对唐鲜花说，天天乐

小学需要老师，让她就留在家

里，“不要出去了”。

作为家中备受照顾的老幺，

唐鲜花没想到，爷爷的提议得

到了奶奶的“强烈同意”。奶奶

认为，唐鲜花这样就可以一直

待在自己身边。与爷爷“发生

过争执”后，唐鲜花最终还是

同意了，“他们实在想让我留在

家里，那我就留在家里，而且，

学校也确实需要更多的老师”。

与唐 鲜花不同，爷爷唐延

禄要求姐姐唐千红也留在家里

时，遭到了全家的反对。原来，

2005 年大学毕业以后，唐千红

在深圳当小学老师，当时一个

月的 工资 是 3000 余 元。2007

年下半年，唐千红从深圳回到

永州老家待产，被爷爷叫去学

校代了半个学期的课。等到孩

子出生，唐千红正准备回深圳

继 续工作，爷爷突然找到她，

告 诉 她“ 乡村 需要教 师 ”， 劝

她放下深圳那边的工作，回到

家里，“让山村里的孩子也有书

读”——而当时学校能开出的

月工资只有 1200 元。

一开始，除了唐千红自己反

对外，家里人也都反对。唐千红

的父母认为，大女儿已经在外面

有一份很好的工作，未来“会有

更大的发展”。唐千红在深圳工

作的丈夫也反对 ，因为“不仅

工资低，两个人还两地分居”。

最后，爷爷放出了“狠话”：

“你不回来也没关系，大不了我

多教几年书，少活几年！” 唐

千红慢慢冷静下来，也为当时

77 岁的爷爷坚持为山里孩子付

出的行动所感动，决定回到天

天乐小学当一名老师。

因为这个 选择，唐千红和

丈夫最终离婚了，“长时间见不

了面，这肯定是主要原因”。

世界很大，她们想让山里的孩子去看看——

为圆爷爷教育梦，祁阳姐妹苦守村小十余年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见习记者 欧阳婷  供图：受访者

“有一事请大家帮忙，因为学校紧缺老师，请你们留意一下附近有没有教师要找工作……”8 月 25 日，永
州市祁阳县羊角塘镇狮城村天天乐小学老师唐鲜花在微信朋友圈求助，因为学校条件过于艰苦，上学期的 7 名
老师现在只剩下 4 名，其中一名还怀孕了。

唐鲜花和姐姐唐千红是“中国好人”唐延禄的孙女。十多年前，为了延续爷爷的梦想，姐妹俩放弃了自己
的发展计划，留在了家乡的乡村小学，用青春为大山里的孩子点燃梦想。

陈月英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虽然学校已经享受了“两

免一补”优惠政策，也会有支教

的学生到学校来给孩子们上课，

但由于工资低，也没什么福利，

没有年轻的老师愿意留在学校，

每年都有老师离开，“今年上学

期结束后，就有 3 名老师因为各

种原因离开”。曾经，陈月英和

唐延禄想把学校变成公办小学，

但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成功。

面对加上学前班共有 7 个班

级却只有 4 个老师的现实，8 月

25 日，唐鲜花无奈发了一条微信

朋友圈求助 ：“因为学校紧缺老

师，请你们留意一下附近有没有

教师要找工作，如有请介绍给我。

谢谢大家！” 

留言点赞的人虽然不少，但

截止 8 月 28 日，愿意来教书的

人却还没有出现。

虽然有各种困难，但分别坚

持了 11 年和 15 年的唐千红和唐

鲜花两姐妹并没有想过要离开。

“我们的选择谈不上后悔，只是

为了乡村的孩子们有书读，能够

走出大山去看看。”唐千红感慨，

“我们留在这里，不只是因为当

初爷爷的决定。”

随着时间的流逝，爷爷的梦

想渐渐也成为了姐妹俩的梦想，

为农村里的孩子提供更多读书的

机会，也为了让他们的人生有更

大更远的舞台。

因为缺少教师，天天乐小

学的老师们一般是一个人负责

一 个 班的所有 科目。 有时候，

有的老师还要负责两个班级孩

子的教学。唐鲜花负责低年级

的孩子，唐千红负责高年级的

学生，姐妹俩与其他 5 名老师

一起，需要负责 7 个年级、总

共 140 多名学生。

唐千红还记得，自己刚开始

代课时，学校还在村中的土庙

里，到冬天时，土庙被拆了，便

只好借用村民的房子上课，7 个

年级的孩子分布在不同的村民

家里。由于村民家也不富裕，大

部分的“教室”都是破破烂烂的，

窗户是老师们用报纸糊起来的。

学校常见的教具，全是唐延禄

利用空闲时间手工制作。

虽然条件简陋，但唐千红

和唐鲜花丝毫没有放松对学生

们的教育。唐千红记得，有一

个学生到了三年级，却连加减

法计算还需要借助手指头来进

行。为了让他跟上进度，唐千

红利用课余时间单独教他。

唐鲜花认为自己是一个“性

子急”的人，当学生们没有掌

握好要点时，急得“心脏都要跳

出来”。刚开始教课时，由于没

有经验，遇到调皮的孩子，她

也会有“提高音调”的时候，但

冷静下来，她又会把学生叫到

办公室，给他们讲小故事，想

办法慢慢纠正他们的行为。为

了更 好地教孩子 们，2009 年，

唐 鲜 花自学 大 学 课 程， 并 在

2011 年获得了本科文凭。

在城市里当过老师的唐千

红认为“农村的孩子更野一点”，

老师不在场时，这些孩子就会“东

走西走”。试了很多办法后，唐

千红在“班干部管学生”的基

础上进行改进，将教室分为几个

“片区”，一个班干部负责一个“片

区”。这个方法得到了其他老师

的点赞，唐鲜花说 ：“学校的老

师都在用我姐的这个方法。”

时光荏苒，唐延禄年纪越

来越大， 陈月英 接 任了校长。

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学

校慢慢有了“好口碑”，还吸引

了隔壁镇的不少家长把孩子送

到天天乐小学。

为回乡当老师，姐姐和丈夫离了婚

村小好口碑，隔壁镇的孩子来求学

唐千红
（台上左二）
协助志愿者
为孩子们分
发衣服。

老师少，妹妹“出了月子就上课”

从建校开始，天天乐小学的

学生们中午就不回家吃饭，老师

们需要帮忙热饭，或者帮一些

学生煮饭；在学校还没有自己的

水井之前，唐千红和其他老师需

要到村子里的水井挑水回来。

后来，学校在爱心人士的帮

助下修建了宿舍楼，有了寄宿的

学生，老师们的责任更多了。因

此，唐千红对自己的两个孩子始

终有亏欠之心，“我照顾他们的

时间太少了”。

唐鲜花告诉记者，因为老师

少，为了不给其他老师添麻烦，

她的产假只休了一个月，“快要生

的时候还在讲台上，一出月子就

去上课了”。孕期前三个月，唐

鲜花容易头晕，但是为了不耽误

学生上课，她依然坚持上课，利

用学生完成课堂作业的间隙“稍

微休息一下”。

虽然忙碌，但老师们的工资

十分微薄。唐鲜花记得，自己刚

刚到学校上课的时候，一个月的

工 资 只 有 150 元， 到 2004 年，

工资升到了450 元，直到 2016 年，

随着生源的扩充，老师们的工资

才变成了现在的 2000 余元。

唐千红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她最开始的 1200 元月薪

不仅要负责日常的生活开销，还

要为刚出生的宝宝买奶粉，一桶

200 多元的奶粉，一个月就要买

4 桶，“因为我奶水不足”。为了

节约奶粉，唐千红和家人只好提

前喂宝宝吃米糊。

即使工资低，也没有太多的

时间陪伴自己的孩子，但是来自

学生的小小举动却会让姐妹俩

感到“心里暖暖的”。“一到教师

节、妇女节，还有我的生日，孩

子们就会做贺卡送给我。”唐千

红回忆。而孕期的唐鲜花则从学

生们“变得听话”中体会到了孩

子们的贴心，“有些女孩子心很

细，会给我搬凳子、倒水，也会

有女孩子在别的男孩子吵闹的时

候，用眼神制止他们”。

4 个老师 7个班，无奈发朋友圈求助

由于缺少老师，唐鲜花怀孕的时候都在坚持给学生上课。

扫 一 扫，
为坚 守乡
村 教 育的
姐妹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