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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山区育英才

潘希凤 *

魏希荣老师，1931 年出生在四川省成都郫县。20 世纪 50

年代初考入北京师范学院，在校期间认真学习、尊敬师长、团

结同学，积极要求进步，毕业时主动向学校提出申请，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去。

1955 年，她来到了地处房山北部山区的河南中学。这里

风景优美，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战争年代是革命老区，

不少革命前辈为民族解放事业奔赴斗争前线，有的献出了宝贵

的生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群

众辛勤建设自己的家乡，然而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生产

生活条件艰苦，文化发展尤为缓慢，文盲、半文盲居多。魏老

师贫苦家庭出身，她深知没有文化的痛苦，十分同情和理解山

区人民对文化知识的需求与渴望。她常说：“老区缺少文化，

我们这些做老师的就要为老区的子女传播文化知识，这是我们

的责任。” 

* 潘希凤：房山区佛子庄乡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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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老师是教生物的，为了绿化校园环境，利于教学活动，

她向校领导请示了一块教学园地。之后，她便和几个学生一起

到园地测量、翻地、打畦、播种、浇水，教学园地很快就投入

使用了。我的邻居哥哥是她的学生，他对我说：“魏老师为了

增加地力，居然打着赤脚从学校的厕所淘粪，晾干后再挑到园

地。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园丁。”在她的带领和指导下，一块

规整的长方形实验园地种上了蔬菜和小麦。春天来了，园地绿

油油的。魏老师拿着课本儿带着学生到园地上课，对照地里的

农作物，给学生讲小麦的返青、分蘖，跟随农作物不同的生长

阶段，为学生现场授课。学生既学到了书本知识，又通过现场

观摩和生产实践，懂得和掌握了常见农作物的生长特点和规律。

大家都反映魏老师的课上得好，她的课解决了理论和实际脱节

问题，改变了“黑板上种田，教室里栽树”的教学方式，有效

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为了解决农村技术人才匮乏问题，河

北公社领导与河南中学商定：在河南中学招两个农业技术培训

班，由魏希荣老师和公社技术员吴顺老师负责，魏希荣老师任

班主任，学制二年，期满后颁发高中毕业证。办好农业技术培

训班谈何容易，一无先例，二无教材，文化课要照常完成，农

业常用知识技术要重点突出。当时社会上有读书无用论的思想，

一些同学只想通过农业技术班混个高中文凭，学习目的不明确，

思想混乱，组织纪律涣散成为农技班的主要问题。面对这种局

面，魏老师感觉压力很大，常常睡不好觉。但她不辜负组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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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的信任，不叫苦、不怕难，她对领导说：“只要让山区的

孩子学到知识，能把他们培养成人才，再苦再累都无所谓。”

为了让学生学到实实在在的农业技术知识，魏老师常常与

周围的乡村联系，带学生去村里的林场、果园学习果树的栽培、

剪枝、育苗等林业技术。她作为班主任，每到一地，学生的吃、

喝、住宿、学习、课程安排都由她负责，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常常到深夜才能休息。一次，她带着学生去公社林场学习剪枝

技术，白天和同学们一起在地里上课，晚上和学生住在一起。

在与学生的接触中，她发现有些学生认为学习农业技术没用，

缺乏学习兴趣。针对这些错误认识，她邀请农村基层干部和农

业技术人员给学生们讲林果业在山区农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农业知识在农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学生们很受触动。然后她

又请教语文的老师蔡宏圣指导学生通过小评论的方式剖析读书

无用、学农无用的错误观念。

在各方的支持下，农技班的各项工作有了较大转机，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增强了，组织纪律性提高了，学习效果明显提升

了，许多同学都成了农业技术方面的能手。雨季造林时，大家

被分配到各村讲课，进行技术指导。冬春时节，学生们又到生

产队的果园帮着剪枝、打药。许多农村基层干部高兴地说：“河

南中学农技班的学生真顶用，解决了我们生产队缺乏农业技术

人才的大问题！”

1972 年 7 月，农技班提前完成了学习课程，经上级有关

部门批准，提前毕业。毕业的学生有的回到了本村，当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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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员，有的到公社林业站当了干部，还有的当了教师。

魏老师在工作上不怕吃苦，勇挑重担、认真钻研，是学校

的业务骨干，在班主任工作上也是数一数二的好手。那些年学

校有几个乱班，其中好几个班都是经魏老师做工作转变的，有

的班还成了学校的先进班集体。为了这个转变，魏老师付出的

太多了。当时初二年级有个学生是全校出了名的调皮鬼，上课

不听讲，还常常捣乱，下课就和同学找碴儿打架，老师多次批

评教育就是没有效果。魏老师接班后，多次找他谈心，做思想

工作，星期日去做家访，他有了点滴的进步就表扬他，并教育

全班同学帮助他。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这个学生有了不小的

进步，期末还被评为班上的进步生。在魏老师几十年的教学生

涯中，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

魏老师始终认为，作为老师，既要教书更要育人。她常说：

“社会主义人才不仅要有文化科学知识，更要有良好的思想道

德品质。”她在担任我的班主任期间，还多年担任少先队辅导

员和共青团干部。她经常组织学生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多

次带我们去厂矿、农村，请老干部、老战士、老党员作报告，

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帮助学生树

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做又红又专的接班人。

1976 年，魏老师担任班主任的初三年级就要毕业了，不

少学生要回村参加农业生产。魏老师自己掏钱，托书店的人买

了三十几本《战斗在农业第一线》书籍，赠送给每名毕业生，

并鼓励大家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希望他们要好好干，为改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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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的面貌作出自己的贡献。

1983 年，一名初二年级的学生应征入伍，自己的学生要成

为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魏老师高兴极了，就去商店买个脸盆、

毛巾及洗漱用品送给这名学生，并拍着学生肩膀叮嘱他：“到

了部队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为国家、为学校争光。”

魏老师在山区任教 30 多年，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开山区，每

当别人建议她调动工作的时候，她总是坚定地说：“扎根山区，

把一生心血献给山区的教育事业，这就是我的志愿。”她多次

被评为房山县优秀党员、先进教育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优秀

班主任、北京市优秀少年队辅导员。1978 年魏老师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1981 年魏老师被选为房山县人大代表。1986

年还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表彰。每当提起这些荣誉，她总是

谦虚地说：“这一切归功于党的培养和山区人民的支持，我只

不过做了我应该做的事儿。”

2014 年 6 月，魏希荣老师因病去世。但她那种兢兢业业

为山区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