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9月月44日日下下午午，，在在博博山山区区池池上上镇镇中中心心学学校校，，窗窗明明几几净净的的教教室室内内传传出出朗朗朗朗读读书书声声，，池池上上镇镇中中心心学学校校校校长长
陈陈卫卫刚刚满满怀怀欣欣慰慰地地站站在在教教室室外外观观望望着着。。11999966年年77月月，，2200岁岁的的陈陈卫卫刚刚带带着着优优秀秀毕毕业业生生的的荣荣誉誉从从淄淄博博师师范范
学学校校毕毕业业，，毅毅然然回回到到深深山山当当起起了了乡乡村村教教师师。。从从满满头头黑黑发发到到鬓鬓染染秋秋霜霜，，执执教教2244年年来来，，陈陈卫卫刚刚坚坚守守在在博博山山区区
最最偏偏远远的的乡乡镇镇学学校校————池池上上镇镇中中心心学学校校，，扎扎根根乡乡村村教教育育，，践践行行““让让更更多多山山区区孩孩子子走走出出大大山山””的的初初心心，，把把青青
春春和和汗汗水水奉奉献献给给了了山山村村，，奉奉献献给给了了深深山山里里的的孩孩子子。。

■ 人物简介

陈卫刚 大学本科学
历，高级教师，2002年入党，
曾先后获得山东省优秀教
师，淄博市优秀教师，市“十
佳”师德标兵、骨干教师，淄
博市优秀共产党员，博山区
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博
山区十佳教师、教学能手、
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优
秀青年、教学管理先进个
人、德育工作先进个人、师
德标兵、基层优秀党员、十
佳校长等荣誉称号。

回乡执教心不悔
用知识助山里娃走出大山扎根

深山

回乡
开始自己的乡村教育梦

44岁的陈卫刚是博山
区池上镇东陈疃村人，1993
年中考时，他以0.2分专业
分的差距成了一名中专委
培生，但8800元学费对于山
村寒门子弟来说无疑是一
笔巨款。

“为了筹集这笔学费，
当时父亲借遍了所有亲朋
好友，看着他为学费整日奔
波操劳，我甚至放弃了上学
的念头，想要下煤矿挣钱
去。”陈卫刚回忆道，“一向
和善的父亲一下子暴怒起
来，当时他对我说，上学是
我的事，筹钱是他的事，这
学不上不行。”

自此，父亲的话深深地
刻在了陈卫刚的心上，成了
他自强不息的动力。

带着父母的殷殷厚望，
陈卫刚走进淄博师范。在
校的3年时间里，陈卫刚刻
苦学习，成绩名列前茅。
1996年7月，陈卫刚在1000
多人中以总成绩前十名的
成绩毕业，成为当年的优秀
毕业生。毕业前，班主任曾
多次找他谈话，建议他上大
专班。是继续读书还是参
加工作，陈卫刚面临着选
择，更有亲戚朋友劝他说：

“如果到山区工作，今后连
对象都难找。”

在抉择时刻，回想起自
己小时候上学的艰辛和老
师无私的关怀帮助，最终陈
卫刚还是毅然回到距离博
山县城40多公里、距离池上
乡政府6.5公里的李家学校
任教，开始了他的乡村教
育梦。

“在我的小学、中学时
代，我以为家乡就是一片广
阔的天，当考出去以后才发
现，原来外面的天这么广
阔，外面的世界竟然这么
大。”陈卫刚说，“我从小就
在偏僻山村长大，家乡还有
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他们
可能从未了解过外面的世
界，我是从大山里走出的孩
子，我要回到家乡，回到母
校继续建设家乡。”

逆行
给山区孩子更好的教育

“从我家到学校有13里
山路，每天通公交车次数很
少，为了不耽误上班，只能
骑自行车上班。当时校舍
简陋，校园地面坑坑洼洼，
教室内桌椅也是缺胳膊少
腿的。”回想当初到池上镇
李家学校报到的情景，陈卫
刚说，“学校没有住宿的地
方，上下班只能来回赶路，
晴天是一身的尘土，雨天土
路更是泥泞不堪。”

环境的艰苦没有打消

陈卫刚对工作、学校及学生
的热情，反而坚定了他“让
每一个山区孩子接受更好
的教育，走出大山建设祖
国”的教育信念，面对学校
德高望重的老教师们，他虚
心好学，抓住一切机会向他
们请教。2001年，由于工作
出色，陈卫刚被任命为学校
团支部书记，他组建学生
会，倡导学生实现自主化管
理；成立校园记者团、广播
站，组编校刊《足音》……至
此，多样的活动充分调动起
学生的读写热情，丰富多彩
的校园活动在山区学校开
展起来。

2013年11月，陈卫刚
被任命为池上镇中心学校
校长，他开始了一系列大刀
阔斧的改革。改革学校管
理制度，每周一次例会，查
缺补漏的同时，明确下一周
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扬民
主，激发老师们的积极性和
责任心，让大家明白做好学
校工作就是做好自己的事；
着眼于十年不退伍的标准，
改善办公教学条件，整体化
提高办学水平。彼时的池
上镇中心学校，每个班级都
有了电子白板，学生课桌椅
全部更新，学校照明灯更加
通明，教师们人手一台办公
电脑，2015年，单单提高办
学水平这项工程，就投入
108万元。

奉献
为孩子铺好走出大山
的路

2016年，博山区创建全
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
区，担任池上镇中心学校校
长的陈卫刚，将争取政府
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功能室建设、学生食堂配
备、校园文化建设作为了
自己的工作重心。池上镇
中心学校、李家学校的高
标准塑胶场地，池上镇中
心学校的过街天桥，池上
镇中心学校、李家学校的
综合楼，池上镇中心幼儿
园相继建成，下辖学校的
功能室、校园文化设施、教
室照明灯、教师办公桌椅
进行了更新和完善，池上
镇中心学校实现校容校貌
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山区
一道亮丽的风景。

“选择了从教这条道路
其实就是选择了奉献，教书
育人不是为了从学生身上
获得什么，而是为了让学生
学有所成，将来能够回报社
会、报效祖国。”从青春年少
到年逾不惑，陈卫刚对乡村
教育有着自己的感悟：“随
着城市化进程，学校的学生
在逐渐减少，教育环境也在
不断变化，接下来，我们要
通过提高老师的教学素质
及创新水平来带动学校整
体水平的提高。”

24年间，即使曾有过多
次调岗的机会，陈卫刚没有
动摇过自己的教育初心。
教育是追梦的事业，乡村学
校是农村的一方教育沃土，
乡村教师自然就要成为一
方沃土的文化传播者和引
领者。以陈卫刚为代表的
乡村教育追梦人，凭着坚定
不动摇的初心和执着的追
求，把爱心、知识、信仰的种
子撒向山区孩子们的心田，
点亮乡村文明之光，滋润乡
村教育的沃土。

大众日报淄博融媒体
中心记者 高阳 宫瑞瑞
李超颖 蒲忠宁

陈卫刚正在为学生批改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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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刚与学生在学校会议室交流谈心。

陈卫刚指导学生采集植物
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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