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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新微 话

连日来，关于“教师”的悲催新闻不绝于耳，比
如，青海师大二附中教师张明明暴力体罚学生、河
北三河市某幼儿教师逼学生喝尿等等，虽然这样的

“教师”毕竟是少数，但我们还是不禁要问，教师怎
么了？

常言道：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教师的举止言
行无时不对学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就像魏巍的
老师蔡芸芝，“她的教鞭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
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伙笑了，她也笑
了。”蔡老师之所以会生气，高举教鞭，想必是学生
犯了不该犯的错误，然而老师高举的教鞭只是轻轻
地敲在石板边上。蔡老师如此教育犯错误的学生，
一方面说明她深爱着自己的学生，另一方面说明她
的教育艺术是高超的。

在规范学生的不良行为时，杜绝简单粗暴对待
学生，使学生能够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对教师产生
敬慕之情，方能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

蔡芸芝：魏巍的散文
《我 的 老 师》中 的 女 主 人
公 ， 1910 年 生 于 山 东 兖
州。洛阳女子小学附设的
一年制师范班毕业后，考上
了开封女子师范。1928 年
秋到郑州一平民小学任教，
当 时 不 满 十 八 岁;1928 年
——1930年，正值魏巍在该
校读二、三、四年级，蔡芸芝

是魏巍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1956 年在诸葛司马民中任
教，1976年因病去世。蔡芸芝一生热爱孩子，热爱教师职
业。同时，她还酷爱文学，有较高的文学素养。蔡芸芝是一
个平凡的人，但她在她所从事的平凡工作中，体现了一个人
民教师的优秀品德。

魏 巍 ：（1920.1.16~
2008.8.24）河 南 郑 州
人。当代诗人，著名散
文作家、小说家，毕业于
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魏
巍原名魏鸿杰，曾用笔
名红杨树。1937年抗日
战争爆发后参加八路
军，1938 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50 年底，奔赴

朝鲜前线，和志愿军一起生活、战斗。回国后发表了一批文
艺通讯，其中《谁是最可爱的人》在全国引起了广泛影响。
从此，“最可爱的人”成了志愿军的代名词。1978年，创作完
成了抗美援朝题材长篇小说《东方》，于1983年获首届茅盾
文学奖。2008年8月逝世。

[杏坛传薪] 祖孙三代“接力”执教鞭

蔡芸芝有四个孩子，老大王亦平、老二王如平和老四王青
平都是女孩，老三王书法是唯一的儿子。王如平、王书法、王青
平三人都在司马民中毕业，也是蔡芸芝的学生。

老二王如平的丈夫徐长生在洛阳市聋哑学校从事特殊教
育工作，他用手语和爱心，让一个个残疾孩子也拥有了健全的
人生。受徐长生的影响，老大王亦平的女儿张瑞红也爱上了特
殊教育，她在洛阳市残联康复中心工作，用心帮助残疾人进行
语言和听力康复训练。

在蔡芸芝女儿和孙女的婚姻问题上，似乎大多数都倾向于
选择教师。王书法说：“无论是做教师，还是选择教师做配偶，
很大程度上都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她老人家曾说过‘当教师，教
书育人，挺好！’”蔡芸芝用她的行动和精神哺育了一个教师家
族。

1966年，王书法作为返乡知青，回到了诸葛村，参加了陆浑
东一干灌渠水利工程建设，并一直在村里的工程队做技术工
作。1976年，村里推荐王书法到该村中学任教。为了提高自己
的教学水平，1987年至1989年间，王书法自费到洛阳教育学院
进修学习。此后，他一直在初中教毕业班，直到2006 年退休。
从教三十年来，他先后送走了3000多名学生，有不少学生考上
了偃师市第一高级中学，有两名学生考上了北大，一名学生考
上了清华。长期的劳作，使王书法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医生
多次劝他手术，他一拖再拖，直到退休后才在北京做了手术。

王书法老人高高瘦瘦、面容清癯，说起过去，老人显得很平
静。老人说：“6岁上学就跟着母亲，当时，母亲的师德是远近有
名的。在我成长的道路上，母亲对我影响很大，最明显的是性

格、信心以及对待生活的态度。比如说，在我的教学生涯中，从
不打骂学生，而是用耐心和热情进行说服教育。”

老人自豪地告诉笔者，儿子王大立的名字，是他奶奶生前
给起的。老人说，那是自己刚结婚的时候，母亲就说：“生了孙
子，就叫王大立，这名字当总理也不丑！”

诸葛一中教师宋红卫说起蔡芸芝唯一的孙子王大立，
怜爱之情溢于言表。宋红卫说，自己上初中时读了《我的老
师》这篇课文，当得知班里的王大立就是蔡芸芝老师的孙子
时，亲切得不得了，喜欢得不得了。宋老师说，那时他教王
大立数学，大立是个很努力的孩子，每天总是来得最早走得
最晚。

今年已届不惑的张大勇是蔡芸芝的长外孙，对外婆有着深
刻的记忆。张大勇说，他生下来几个月就与外婆生活在一起，
外婆给他讲凿壁偷光、悬梁刺股的故事，教他背《木兰辞》、《孔
雀东南飞》等诗词歌赋。“昏黄的油灯下，伴着外婆纺车的‘嗡
嗡’声，我早早就开始了启蒙教育。”张大勇说，“最难忘的是上
初二那年，第一次在课本里读到了外婆的名字，那一刻我好惊
奇啊，原来大作家魏巍最难忘的、最尊敬的、最渴望见到的蔡芸
芝先生就是我的外婆！”

蔡芸芝的孙女王新晓也从事着和奶奶、父亲一样的职业。
1999 年，王新晓从洛阳二师毕业后，被分配到司马小学任教。
王新晓教学生涯的开始和蔡芸芝教学生涯的结束，竟然在同一
地点，历史竟然有如此惊人的巧合！

王新晓说：“作为蔡芸芝的孙女，很骄傲；从事和奶奶一样
的事业，很幸福。”

[今日话题] 蔡芸芝是咱伊滨人，我骄傲

陈爱松，60后，李村一中教师，当年做学生时就学过《我的
老师》这篇文章，如今又教孩子们读《我的老师》一文，但当得知
蔡芸芝是咱伊滨区诸葛人时，竟是一脸惊讶。

司马村的常景周今年 50 多岁，是蔡芸芝当年在司马民中
（今诸葛二中）的学生，他说：“我真的很自豪，我是蔡老师的学
生！”

60 后的杨群灿老师至今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我的老
师》中的句子，“她从来不打骂我们。仅仅有一次，她的教鞭
好像要落下来，我用石板一迎，教鞭轻轻地敲在石板边上，大

伙笑了，她也笑了。我用儿童的狡猾的眼光察觉，她爱我们，
并没有真正要打的意思。孩子们是多么善于观察这一点
啊！”

网友“伊人2074”说，上初中时，尤其喜欢文中那一首《圆天
盖着大海》，也许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上了文学。“应该在学
校组织学习专栏，让现在的学生了解蔡芸芝老师，了解家乡。”
网友“伊水岸边有人家”说。

网友“西藏1995”说：“咋能不记得那篇课文，想不到大作家
魏巍最敬佩的老师居然是咱伊滨人。”

[往事重现]

[旧事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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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傲 ！

著名军旅作家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
人》、《依依惜别的深情》、《我的老师》等名
篇因为入选中学课本而感动了一代又一
代人，尤其是《我的老师》中那个十八九
岁、右嘴角边有榆钱大小一块黑痣的蔡芸
芝老师，以崇高的师德、渊博的知识和慈
母般的心灵温暖着无数人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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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芸芝是咱伊滨人

走访蔡芸芝故里

早春的伊滨，虽是乍暖还寒，但已经杨柳吐翠，桃
李争艳，满眼春光了。笔者一行三人来到了诸葛镇诸
葛社区王书法老人家里。

王书法老人带领笔者去看母亲蔡芸芝当年的老
宅，老宅和如今的房子仅一路之隔。老人说，现在的房
子是母亲去世后才翻盖的，以前的房子因为年久失修，
已经破败不堪。

蔡芸芝的老宅是农村常见的那种砖瓦房，院子前
面是一小片菜地，王书法老人在上面种了菠菜，还种了
一棵桃树，春风里菠菜碧绿，桃花绽放，空气中弥漫着
淡淡的花香。

桃树、春风、破败的小院，很难想象这就是蔡芸芝
当年生活的地方。倚着老宅的木门，王书法老人娓娓
道来——

母亲蔡芸芝1910年出生于山东兖州，外祖父蔡仲
荷在陇海铁路工作，母亲姊妹五人，家中排行老二。她
在洛阳女子小学附设的一年制师范班毕业后，考上了
开封女子师院。1928 年，外祖父失业，为减轻家庭负
担，母亲辍学到郑州东门外东大街关岳庙小学（一座破
庙改成的免费平民小学，即现在的郑州创新街小学）任
教，那年她还不足18岁。

1930年8月，母亲离开郑州前往开封女师复学，年
底外祖父蔡仲荷去世，母亲不得不辍学到洛阳老城东
华街小学教书，直到1936年再次复学，1937年终于在
开封女师毕业。家庭的变故使母亲在开封女师断断续
续读了十年，毕业后母亲回洛阳复旦中学（今洛阳二
师）教书。直到1940年，才与父亲王秋秩（复旦中学教
务主任）结婚，当时母亲已29岁了，在那个年代是少有
的晚婚青年。

老人回忆，父亲王秋秩思想进步，曾以国民党洛阳
县参议员的身份掩护过纪登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等
进步学生。洛阳沦陷后，父亲带着一家人回诸葛镇诸
葛村老家躲避。1945年抗战胜利后，母亲应聘到诸葛
中心小学任校长，父亲仍回复旦中学教书。1956年诸
葛镇司马民中成立，母亲受聘到民中任教，此后一直生
活在诸葛村，直到1972年去世。

魏巍与蔡芸芝的师生情

1928—1930年，蔡芸芝在关岳庙小学任教的三年
里，魏巍就在这个学校读二、三、四年级。关岳庙小学
是一所平民小学，既不收学费，又可不做制服（校服），
在当时，这对贫家子女的确是一个福音。对于这些无
钱上正规学校的学生，蔡芸芝特别地关爱。蔡芸芝性
格温和、平易近人，学生们都愿意接近她。魏巍在《我
的老师》中叙述的教学生跳舞，领学生看蜜蜂，吃蜂蜜，
还写信给学生排难解忧，都是确有其事的。

蔡芸芝喜爱文学，在课堂上给孩子们读诗：圆天盖
着大海，黑水托着孤舟，远看不见山，那天边只有云头，
也看不见树，那水上只有海鸥……正如魏巍在文章里
所说的“今天想来，她对我的接近文学和爱好文学，有
着多么有益的影响！像这样的老师，我们怎么会不喜
欢她，怎么会不愿意和她接近呢？我们见了她不由得
就围上去。即使她写字的时候，我们也默默地看着她，
连她握笔的姿势都急于模仿。”由此可以看出，蔡芸芝
对学生影响很大，这学生里当然也包括魏巍。

魏巍对蔡芸芝老师后来发表在郑州一家报纸上的
文章《断鸿声里》一直念念不忘，可以说，蔡芸芝是魏巍
文学上的启蒙老师。

老人说，《我的老师》全文最早发表在1956年10月
1日的教师报上，村里一位姓韩的老师看到后，根据文
中“右嘴角边有榆钱大小一块黑痣”的描写，认为是他
的母亲，于是韩老师就把这篇文章给母亲看，母亲默认
了。那时母亲在诸葛镇司马民中（今诸葛二中）任教，
不久就和魏巍取得了联系。老人说，从1957年到1966
年10年间，魏巍和母亲书信不断，不断把自己新创作
的作品和自己的工作生活情况告诉母亲；每出一本书，
总要亲笔签上名字送给母亲，并且一直亲切地称母亲

“芸芝师”。每次收到魏巍的来信，母亲不仅把来信读
给几个子女听，也读给自己的学生听，让大家一起分享
这份快乐，勉励孩子们像魏巍那样立志成才。老人说：

“每次信来，母亲都要念给我听，还教我模仿他的笔体，
练习写字。”

上世纪90年代，王书法老人去过魏巍家两次，老
人说，魏巍在军区大院住，很平易近人，对家乡人很
好。老人的家里，至今还保留着魏巍和蔡芸芝来往的
信件。老人小心翼翼地拿出两张魏巍的黑白照片，一
张是1959年9月21日魏巍寄给老师蔡芸芝的，一张是
1984年3月8日魏巍寄给王书法老人的。还有一张装
在相框里的蔡芸芝老师的半身黑白照片，老人说，这是
母亲十七、八岁时候的样子。照片上，蔡芸芝微笑的模
样，右嘴角边果然有榆钱大小一块黑痣。

3月20日，接读者电话：“知道吗？蔡芸芝老师是
咱伊滨人！”怀着崇敬的心情，笔者日前走访了蔡芸芝
的儿子——诸葛镇诸葛学校（今诸葛小学）退休教师王
书法，了解作家魏巍和他的老师蔡芸芝许多鲜为人知
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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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

伊滨讯 按照河南省人社厅、财政厅联合通知，从2013年
1月1日起，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了新的调整。

此次调整人员范围为：2012年12月31日前已按规定办理
退休、退职手续的企业退休人员。其中含退职人员，但不含新
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并符合原劳动人事部劳人险〔1983〕
3号文件规定的退休工人。

据了解，本次调整采取普遍调整和适当倾斜相结合的办
法。在普遍调整方面，增加两部分养老金金额：一是调整范围
内企业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100元；二是退休人员本人的缴
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不含折算工龄）每满一年增加2元，
缴费年限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

根据通知，适当倾斜是指，在普遍调整基础上，再适当提
高三类人员的基本养老金：一是对年满65周岁（截至2012年
12 月 31 日）的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再增加部分基本养老金
（65～70岁40元，70～75岁50元，75～80岁60元，80～85岁70
元，85～90岁80元，年满90岁90元）。二是退休前由政府人事
（职改）部门批准组建的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
并被聘任在企业技术管理岗位上工作的正高级、副高级职称
专业技术人员，每人每月再分别增加200元、180元。退休前
由省级人社部门批准，并被聘任在企业技能岗位上工作的高
级技师，每人每月再增加180元。退休前没有取得副高级以上
专业技术职称，但在1986年1月24日职改前具有中级专业技
术职称，并被聘任在企业技术管理岗位上工作的退休人员，每
人每月再增加180元。三是企业退休军转干部按以上规定调
整后达不到所在省辖市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平的，补
足到所在省辖市企业退休人员平均养老金水平。（王严伟）

讲文明 树新风

公益广告走进美丽伊滨

伊滨讯 为树立洛阳全国文明城市良好形象，给牡丹
文化节增光添彩，区创建办积极推进我区公益广告的安置
和更新工作。截至目前，共安装 LED 显示屏 33 个、宣传栏
18 个，均及时更新，广泛宣传第 31 届中国洛阳牡丹文化节
倒计时、牡丹元素画面内容及“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
告。 (付晓鹏)

200套“班班通”通了

伊滨讯 去年我区投资416万元、为全区21所中小学校
配备的200套“班班通”设备现已全面完成安装、调试与验收工
作，日前已正式投入使用。今年我区将再投资1000万元，为中
小学配备“班班通”设备450套。

“班班通”工程的实施，对于提高全区中小学教师课堂教
学质量及信息化应用水平，改进农村中小学教学模式，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等将发挥重大作用。 （王顺杰）

巡回审判到农家 小额诉讼当天结

伊滨讯 为提高审判效率，方便当事人诉讼，3月16日，
诸葛法庭庭长王高峰等人放弃周末休息时间，到当事人家中
开庭审判，当天审结两起小额诉讼案件。

陈某、王某因与刘某就劳务合同履行问题发生纠纷，于3
月14日分别到法院立案起诉，要求刘某履行劳务合同义务，支
付工资款项。收到案件材料后，经审查，两起案件的标的额分
别为2000元、1690元，符合新《民事诉讼法》小额诉讼适用简易
程序的有关规定。诸葛法庭当即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该院编
制的《小额诉讼须知》及相关的应诉手续，分别明确告知该两
起案件将实行一审终审。3月15日，经过与双方当事人充分
协商，诸葛法庭确定于3月16日上午到诸葛镇刘窑村被告刘
某家中对两起案件进行审理。

3月16日上午，在刘某家中，巡回法庭分别对该两起案件
按照简易程序进行了公开审理。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
法定程序后，在认真分析证据、斟酌案情的基础上，法庭当场
分别判决被告刘某依法支付陈某、王某相应的工资款项，同时
宣布此次判决为终审判决。宣判后，法庭迅速制作文书，两小
时后即向双方当事人送达了判决书。

两起案件从立案到结案仅用了三天时间。巡回审判现场
审理、即时宣判、当天送达审判结果，提高了效率，赢得了当事
人的称赞。 （韩应周 李秀春）

小文杰手术成功啦

伊滨讯 日前，寇店镇李家寨村7个月大的小文杰手术成
功出院回家。左邻右舍纷纷前来看望，都高兴地说：“孩子比
住院前爱笑了！”孩子的爷爷李三照百感交集：“孩子的病能治
好，多亏了这么多好心人！”

小文杰出生时，患了脊椎脊膜膨出。经报道之后（详见
《伊滨新讯》第15期《伸出你的手，救救小文杰》），众多爱心人
士纷纷伸出援手，相继送去捐款一万多元。之前，小文杰相关
证件不全，无法入户，影响医保办理。因此，寇店镇相关部门
主动上门，为小文杰办理了入户手续。在大家的关心下，小文
杰终于住进医院顺利做了手术，解除了病患。

小文杰的爸爸说，经过治疗孩子康复得很快，孩子现在身
体健康、活泼可爱。 （陈晓辉 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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