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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抚顺市东洲区哈达镇，有一个远近闻名
的教师之家，徐素兰和丈夫佟贵林都当过民办
教师，在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下，5个儿女也先

后走上教师工作岗位，扎根乡村教学一线，为教育事业奉
献青春与热血。如今，大女儿已有36年教龄，最小的女
儿也有23年教龄。一家人以从事教育工作为荣，兢兢业
业，恭德慎行，恪尽职守，在当地被传为佳话。2019年，
徐素兰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徐素兰告诉记者：“当初
让孩子们考中师是我的决定，
一是因为当时家里生活困难，
二是感到教师很受尊重，也弥
补了自己只当了3年教师的遗
憾。这么多年来，我对当初的
决定从未后悔过。”

“各级政府一直非常重
视教育工作，我们老两口因
为各自原因，没能一直当老
师，孩子们学有所成后，当然
要回报家乡。”徐素兰说。

佟家5个儿女学习成绩
都很优秀，中师毕业时都有
机会离开农村去城里工作，
但他们最终都选择回到家
乡，扎根乡村教学一线。他
们说，农村现在有不少是留
守儿童或家庭困难的学生，
他们更需要我们。帮助这些
孩子健康成长，是每一名乡
村教师的骄傲。

佟克荣曾教过一个叫
张玉星的学生。张玉星的
父母离异后都在外地打工，
他一直与奶奶一起生活。
刚上小学一年级时，佟克荣
发现他上课时总是影响其
他同学，就利用午休时间找
他谈话，给他带学习和生活
用品，给他买他喜欢的零食
和玩具，看到他指甲长了就
给他剪指甲，头发长了就带
他去理发……张玉星渐渐
和她亲近起来，佟克荣说的话
他终于能听进去了。张玉星
上小学二年级时，纪律性明显
增强，也有了学习积极性。佟
克荣发现他语言表达能力较
强，就每天抽时间与他聊天，
陪他读课文。到小学毕业时，
张玉星的学习能力和自信心
都有了明显提高。

佟克范说，教师的骄傲
还来自于社会的尊重。这些
年，尊师重教的氛围越来越
浓，乡村教师的地位也一年
比一年提高。在哈达镇街
上，兄弟姐妹常常听到亲切的
问候，有的是曾经的学生，有
的是曾经的学生家长。从这
些问候里，兄弟姐妹读出了社
会的那份尊重与羡慕。

2017 年，佟克俭获得教
育部和人社部联合颁发的从
事乡村教育工作满 30 年荣
誉证书，3 个妹妹获得满 20
年荣誉证书。2019年，这个
名副其实的教师之家被评为
全国“最美家庭”。

“国家认可我们，孩子需
要我们，我们所有的付出都是
值得的。”佟克范骄傲地说。

在抚顺市东洲区章党镇的
一个居民小区，佟克俭家的两室
住房宽敞整洁，住在同一小区的
还有他的姐姐和小妹。

秋季开学前，76 岁的徐素
兰和4个女儿一起，聚到儿子佟

克俭家里。这样的聚会，这个
大家庭一年要有十多次。徐素
兰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大家围在她身边，一边聊着家
常，一边说起新学期要做好的
各项工作。

一家两代七口坚守乡村献身教育
本报记者 曲 宏

徐素兰、佟贵林都是抚顺市东洲
区哈达镇人。两人从小学习成绩优
秀，初中毕业时一起考上抚顺市四方
高级中学。徐素兰是镇里那届初中
考上高中的 12 人中唯一的女生，但
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没能完成高中学
业。辍学后，她回到哈达镇，在富尔
哈村当上民办教师。

徐素兰、佟贵林两人于 1965 年
结婚，并在哈达镇安家，当了 3 年民
办教师的徐素兰因此失去了教师身
份，成为一名家庭主妇。佟贵林高中
毕业后，在镇中学当了 7 年民办教
师，后被选调到镇农机站工作。

夫妻二人共生育5个孩子，分别
是佟克勤、佟克俭、佟克范、佟克荣、
佟克武。佟克俭是 5 个孩子中唯一
的男孩。

1983 年，大女儿佟克勤高考失
利，征求父母意见后，回乡当上了民
办教师。在哈达镇中心小学校当了
几年教师后，1989年，她考上抚顺市
师范学校（1993 年更名为抚顺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民师中师班，取得了
专业教师资格。因为表现优秀，她先
后被抽调到章党实验学校、德才中学
任教。佟克勤现为德才中学历史教
师，教龄已达36年。

作为佟家唯一的男孩，佟克俭
在 1982 年以抚顺县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抚顺市师范学校，1985 年 9 月
以优异的学习成绩毕业。当时班主
任曾有意把他留在市里工作，而佟
克俭把老师的想法告诉父母后，父
母都希望佟家唯一的儿子回到家乡

工作。从 1985 年起，佟克俭一直在
乡村教育一线工作，如今是哈达镇九
年一贯制学校校长，已有34年教龄。

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的佟克
范直言“哥哥姐姐的职业选择对她
影响很大”。她小学时学习成绩非
常优秀，小升初时全镇考第一。那
时，哥哥考上了中师，姐姐也成为民
办教师，左邻右舍对哥哥姐姐的称
赞，让她在心里默默下定决心，也要
努力考上师范学校，当一名光荣的
人民教师。

说 起 她 的 名 字 ，还 有 个 小 故
事。父母给她起的名字叫佟克繁，
由于立志要上师范学校，她小学五
年级时正赶上全国人口普查，她没
有和父母商量，就向到家里做普查
的工作人员要求，把自己名字的

“繁”字改为师范的“范”字，工作人
员问其原因，她说自己的志向就是
考师范学校。1986 年，她如愿考上
抚顺市师范学校，并于 1990 年毕业
回乡成为一名教师，现为哈达镇幼
儿园园长，已有29年教龄。

排行老四的佟克荣，在二姐毕业
回乡当教师的同一年考上抚顺市师
范学校，1994 年毕业回乡成为一名
小学教师，如今在哈达镇九年一贯制
学校工作，已有25年教龄。

排行老五的佟克武，虽然起的是
个男孩名字，却是个女孩。她追随哥
哥姐姐的脚步，于 1993 年考上抚顺
市师范学校，1996 年毕业后回乡当
了一名小学教师，如今在哈达镇九年
一贯制学校工作，已有23年教龄。

哈达镇有个远近闻名的教师之家

佟贵林、徐素兰夫妻俩虽然只当
了几年民办教师，但他们注重言传身
教，佟家逐渐形成了勤劳、节俭、上进
的良好家风。

说起父亲佟贵林，5个儿女的一
致评价是“严”。佟贵林特别注重孩
子们日常行为习惯的养成，发现孩子
有什么不良行为习惯，就及时纠正。
有时别人家的孩子犯了错误，他马上
召开家庭会议，告诫自己的孩子，这
样的事咱佟家人不能做。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影响下，5个
孩子从不睡懒觉。佟克俭清楚地记
得，在他上小学四五年级时，父母为
了增加家庭收入决定养羊。此后，每
当夏季来临，早晨不到5点他就要起
来，把羊赶到山坡上放。羊在山上吃

草，他就拿出课本复习功课，6点多钟
再回家吃饭、上学。他的姐姐妹妹也
像他一样，每天早起打猪草、鹅草，放
学后还要帮助父母干各种家务活儿。

佟家的每个人都很勤劳。1983
年时分产到户，佟家分到0.7公顷田
地，全家人一起种玉米、大豆。由于
懂得科学种田，他们家的粮食产量总
比别人家多，收入也多。

1978年，徐素兰重新工作，在镇里
的一个加油站当临时工。当时家里不
仅有5个孩子需要照顾，还有老人需要
赡养。徐素兰每天下班回到家就不停
地做家务，经常一干就干到夜里10点
多，但不管多忙碌，夫妻俩从不放松对
孩子们学习上的要求。徐素兰一边洗
衣服，一边和孩子们背课文的情景，至

今刻印在每个孩子的记忆深处。
佟克荣记得，每当学校发新教

材，父亲都会和他们一起包书皮；不管
家里多么困难，孩子们需要的字典、练
习本等，父亲都会早早给准备好。

佟家要求自己的孩子勤俭节约，
可对待别人却从不吝啬。有一年快过
春节了，徐素兰本想给每个孩子买一
双新袜子，但手里的钱实在打点不开，
只好把穿坏的大袜子改成小袜子，用
布头把脚尖那个地方补好给孩子们
穿。在这样的窘境下，徐素兰却给叔
伯家的3个孩子每人买了一双新鞋和
一双新袜子。说起这件事，佟克范眼
中泛起泪花，她说当时挺不理解的，可
现在明白了，她的叔叔36岁去世，婶婶
一个人带着3个孩子生活更不容易。

父母的言传身教深深影响着5个儿女

良好的家风家教，让佟家的5个
孩子茁壮成长。上学时，孩子们一心
扑在学习上，每个人都是学习成绩优
秀、行为规范的好学生；参加工作后，
个个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业务精良，
各种荣誉加身。先后当上乡村教师
后，兄弟姐妹5个时常给困难学生垫
付学杂费，在生活和学习上帮助需要
帮助的学生。

这个教师之家有个微信群，群名
是佟克武取的“相亲相爱一家人”。

佟家的5个孩子都能吃苦。当时

哈达镇有14所小学和5个下伸点，他
们5人分在不同的学校工作，但都是
业务骨干。并校后，佟克俭、佟克范、
佟克荣、佟克武四兄妹都在哈达镇九
年一贯制学校工作。佟克俭先后任
副校长、校长，佟克范当上了普惠制
幼儿园园长，两个妹妹都是班主任。

这些年来，为了让孩子们安心工
作，佟贵林、徐素兰老两口从不牵扯5
个儿女的精力，就连去沈阳看病也不
告诉他们，而是自己去。佟贵林2009
年因病去世，没能多陪伴他，成了5个

儿女心中难以抚平的痛。
佟克俭在小学工作3 年后，1988

年转到中学工作。1990年，他到抚顺
教育学院进修，经过3年学习，获得大
专文凭。后来他又到沈阳师范大学
学习，获得本科学历。

像佟克俭一样，佟家四姐妹在完成
本职工作的同时，也都在继续深造学
习。从农村到市里，交通不便，孩子又
小，她们经常要带着三四岁的孩子上
学。为了防止孩子扰乱课堂纪律，她们
总是带着书本的同时，也带着玩具、零食。

佟克范还记得当时一个月的工资
是四五百元，而一年的学习费用是一千
六七百元。她们四姐妹克服了各种困
难，先后用6年时间，各自完成了大专、
本科课程的学习，全都拿到本科文凭。

在哈达镇九年一贯制学校，佟家
三姐妹都工作在一线，不但不借当校
长哥哥的光，还自觉多干活儿。“你在
做，别人在看，我们不能给哥哥丢脸，
更要对得起自己的学生。”佟克范说。

兄弟姐妹5个不论是不是在同一
所学校，总是互相帮助，比着上进。

佟克武最晚参加工作，每当遇到
教学难点，她都能获得哥哥姐姐的帮
助。刚开始她教小学一年级，有的孩子
拼音怎么教都学不会，她很苦恼。姐姐
们就用自己多年的教学经验告诉她，只
要多督促，反复强化，就能让孩子学会。

兄弟姐妹经常在一起探讨工作，
互相借鉴工作经验。有谁要上公开课
了，大家就聚在一起出谋划策，模拟练
习。佟克范说，在她准备上122工程
评优课时，小妹佟克武帮她手画幻灯
片，极大地增强了授课效果。

兄弟姐妹互相帮助共同进步

9月1日，徐素兰（前排右一）和5个儿女在哈达镇九年一贯制学校教学楼前合影。（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