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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C E  H U A

夜晚开始，她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优秀

的教师。

迎着改革春风圆了“教师梦”

1984年，张福兰小学毕业，报

考了玉溪二中。当时玉溪二中既是

北城古镇唯一的一所初中，也是玉溪

县属（今红塔区）唯一的一所中学，

但张福兰因为成绩未达标而落榜。

“如果再晚两年，初中不用考就能上

了，而我偏偏就被卡在了这个节点

上。”1986年，玉溪普及了九年义务

教育；2009年底，随着镇雄、鲁甸、

澜沧三个县顺利完成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的攻坚任务，云南的129个县（市、

区）也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现

在，已经不会有因为考不上而不能上

初中的情况，可在30多年前，张福兰

为此犯了愁。

就在张福兰准备放弃自己的教师

梦时，事情出现了转机。为了尽早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北城古镇建起了北

城中学，并决定招收当年的落榜生，

张福兰顺利成为北城中学初中部的第

一届学生。

“我们第一年上课，连教室都

没有。”张福兰回忆道：“每天上午

在文化宫里上课，下午因为文化宫要

办活动，我们就约着一起去田埂里读

书。”虽然求学路异常辛苦，但张福

兰和同学们很争气。北城中学第一届

应届生中，就有13名学生考取了中

专，这其中就包括张福兰。她以高分

被玉溪师范学校（现玉溪师院）录取。

1990年，张福兰中专毕业，进入

北城梅园小学，正式成为一名小学老

师。也是在这一年，父亲张传富离开

了奋斗35年的岗位，正式退休。

做好了吃一辈子苦的准备，张福

兰踏上工作岗位，可现实情况比她的

想象好得多。上世纪末，云南开始了

美丽校园建设，一栋栋新校舍拔地而

起，硬件设施的改善，让每一位老师

有了更多的发挥空间，也让每一名学

生有了更多可拓展的空间。舞蹈、绘

画、乒乓球……在学校里，每一名学

生都可以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这是

张福兰过去从未想到的。

硬件的改善离不开国家对西部

地区义务教育的关心。张福兰以自己

现在所在的北城中心小学为例，以前

学校连粉笔一类的基础办公用品都难

以满足。现在添置几万元的多媒体设

备，不仅国家有70%的补贴，还有省市

各级财政给予支持，学校自筹经费的

比例很低。针对乡村小学，国家近年

来的投入力度同样很大。

潜移默化中传递“接力棒”

作为一名基层教师，张福兰每

每谈及女儿都觉得亏欠很多：“学校

的工作任务重，女儿很多重要的成长

节点我都错过了。”她并不希望女儿

冯滟涵从事跟自己一样的工作。但当

女儿高考报志愿填上了“学前教育”

时，她还是选择了默默支持。冯滟涵

是怎么喜欢上教师这个行业的？张福

兰并没有跟女儿深入探讨过。也许是

母亲自幼让其对这个行业留下了美好

印象，也许是对教过自己的老师怀

揣着感恩之心，也许是为了体现教书

育人的人生价值，又或许是教师家庭

的一种传承。张福兰只是对女儿说：

“既然喜欢，就去做你想做的事

情吧！”

毕 业 后 ， 冯 滟 涵 考 入 了 安 宁

市县街镇幼儿园。张福兰送女儿到

工作岗位时，再一次感受到近年来

学前教育的巨大变化。在张福兰的

印象中，学前教育更多地体现在

“育”的层面。这次前往安宁，她

发现随着学前教育体系的发展成

熟，在“育”的层面上，现在的学

前教育更注重方法的科学性。女儿

选择从事学前教育，张福兰也希望

她能在这个行业有所建树。

冯滟涵当年选择学前教育这个

有点“偏门”的领域，也是看到了国

家和省级层面对学前教育的重视和大

力支持。近几年中央先后颁布出台了

《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

若干意见》等相关文件，云南省也颁

布了《云南省学前教育条例》等文

件，目前已投入专项资金57.93亿元，

在全省同步实施了新建、扩建幼儿园

项目1579个。未来，随着改革的持续

深入，还会有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向学

前教育这个领域倾斜。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张

福兰一家就像许许多多个教师家庭一

样，普通而平凡。改革开放40年来，

千千万万像他们一样的基层教育工作

者一同见证了云南教育事业的巨大

发展。

本刊记者 王学勇 张福兰的女儿冯滟涵在课堂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