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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桂淦，南平市政和县石屯镇西津畲族小学校长。自

2009年 9月以来，庄桂淦先后获评南平市“五一劳动奖章”

“道德模范”“最美家庭”“廖俊波式好党员”；福建省“优秀农

村教师”“优秀共产党员”“最美乡村教师”“五一劳动奖章”

“‘两学一做’先进典型”“最美家庭”“第一届文明家庭”“第

五届杰出人民教师”；全国“最美家庭”“归侨侨眷先进个人”

“五好家庭”等。

畲 乡 侨 情 一 抹 红
——记“廖俊波式好党员”庄桂淦五十年的坚守与执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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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畲歌畲舞凤凰台，侨胞侨眷金凤来。期许今生爱相
伴，守望鲜花向阳开。”择一事业，钟爱一生。庄桂淦用爱
心和智慧点亮乡村孩子的人生梦想，展现了当代人民教
师的高尚师德和责任担当，践行一个共产党员的初心使
命。这位南平市政和县山区教师的教育人生要从几粒

“相思豆”说起。

一盘炒豆一杯茶一盘炒豆一杯茶
集资建校集资建校““留孩子留孩子””

一个机缘巧合，庄桂淦与闽北政和结缘。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高中毕业的庄桂淦在政和县石屯公社石门大
队小学当了 8年的代课教师。1982年，他调到外坂小
学。那时候，外坂小学只有三个班级和三名教师。没有
校舍，生产队的仓库就是“教室”，摆放几张破书桌，凳子
由学生自带。

在一次家访的时候，外坂村的家长停下手头上的活，
热情地为到访的庄老师炒了黄豆，泡了“糖茶”，那是当时
农村待客的“最高礼仪”。村民说：“如果外坂学堂（当地
人方言）一直这样，孩子们可能都要送到长城（小学）去念
（读书）了。”“孩子这么小送到长城念，路远不说，就怕发
大水过不去，还很危险。”言语中透出焦急和无奈。

艰苦的教学条件没有难住庄桂淦，但现状却让他忧
心忡忡：长此以往，生源流失，学校也可能办不下去了。
且不说孩子们舍近求远多有不便，更可怕的还是安全隐
患。“边教书边筹建，为了这些孩子，到处求人也值得！”庄
桂淦带着老师们东奔西跑，还回家乡福清向侨胞、侨眷筹
款、向全社会发出倡议书……终于，外坂小学有了第一幢
教学楼。学生开始回流，教师们也能更安心工作了。后
来，朋友们笑谈“一盘炒豆一杯茶，开启庄老师集资办学
人生路。”

一心经营一心经营““一个家一个家””
播撒爱心播撒爱心““一生情一生情””

几乎每次接受采访，或与他人闲聊，面对诸多的疑惑
和不解，庄桂淦总是平静地说：“在我看来，他们都是自己
的孩子、自己的孙子，我要让他们感受到家的幸福。”在处
理留守儿童、孤儿日常的学习生活中，他和爱人最常说的
一句话就是“在学校里，我俩就是你们的家长”。

1989年，庄桂淦到石屯乡西津小学当校长，这是一
所当地出名的薄弱校。面对破败的校园，庄桂淦没有退
缩。他说：“只要有信心，我们这个山区校也可以建得跟
城里的学校一样漂亮。”当庄桂淦说这话的时候，当地人
都觉得是痴人说梦，但他却一步步地把梦想变成了现实。

庄桂淦是侨眷，他放弃赴海外继承遗产的机会，毅然
决然地扎根在闽北偏远的乡村，还多方奔走呼吁。在外
的乡贤和村民都非常感动，也纷纷捐款捐物，或投工投

劳……首先要解决的是喝水的问题，他身体力行跟着打
井师傅淘泥砌石，打了一口30多米深的水井；他带着家
人和老师出工出力，铺建了操场；他四处申请，多次与村
委会协调，发动社会人士筹集资金近30万元，终于盖起
了一座二层教师宿舍楼。在随后的多年里，庄桂淦共筹
集了470多万元的资金，校园历经20多次的翻修、重建
后，西津小学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2004年，西津畲族小学办成寄宿制学校，周围的村
民便开始称庄桂淦为“保姆校长”。是的，每天早晨6时，
庄桂淦就起床，开始了一天忙碌的工作。有的寄宿生年
龄小，庄桂淦和爱人梁纯爱老师经常要为他们洗头、洗
脚、洗澡。就连晚上睡觉，年纪最小的几个孩子，都是和
庄老师夫妇同房间睡的。

每天晚上庄桂淦夫妇俩都要巡夜两次，分别是夜里
11时和凌晨2时，看看孩子们要不要起夜、有没有不舒
服、被子有没有盖好……

“我最怕的就是孩子生病，真的会忙得手忙脚乱。”20
多年来，他已记不清有多少次半夜送孩子去看病，但从这
里走出去的学生都记得清清楚楚。毕业多年，现已参加
工作的叶雨芳至今仍难忘记三年级时某天半夜生病的场
景。那是2010年4月的一个大雨如注的深夜。凌晨两
点，巡夜的庄桂淦发现她烧得厉害，便赶紧叫醒爱人把她
背到2公里外的诊所。在倾盆大雨中，叶雨芳被雨具紧
紧护着，到诊所时庄桂淦和爱人却是浑身湿透。在经过
妥善处理之后，他们顾不上喘口气，打着手电，在凌晨4
点赶回了学校。那一夜庄老师和梁老师一直陪她到天
亮。

2022年，西津小学接受“福建省义务教育管理标准
化学校”评估验收。这所仅有6个教学班，14名教职工，
134名学生（其中住宿生76人，留守儿童93人，单亲家

庭儿童 72人，贫困家庭儿童 45人）的农村完全小学以
独树一帜的办学理念和精细化的管理，让省、市评估专
家组组长分别用“不可思议”和“难以想象”作为总结评
价。该校成为该批次全省受评估的农村完小中唯一的

“优秀学校”。

一面红墙一本账一面红墙一本账
一句承诺一世行一句承诺一世行

在西津小学的一间教室里有一面“捐赠墙”，墙上是
近年来海内外企业、组织以及乡贤爱心捐赠的金额和物
品名称。2023年六一儿童节，在西津畲族村小学“邂逅
善良润同心，向阳而生沐党恩”庆祝活动中，现场收到各
界爱心人士的善款就达4万余元。每每谈及爱心人士捐
资助学的故事，庄桂淦总是如数家珍、满怀敬意和自豪。

“以爱润心，用爱育人”的校训成就了一批批学
子。庄桂淦总是说“受人恩惠，铭刻在心。我要
让孩子在感受爱、享受爱的同时学会爱、施以
爱，要学会感恩，让爱薪火相传”，却只字不言自
己几十年来垫付了多少困难生的各类费用。

临近退休，庄桂淦时常夜不能寐，辗转不
安。深知他脾性的妻子明白，那是因为他将离
开悉心经营的寄宿制学校，离别已经成为自己
生命中一部分、无法割舍的孩子们，有诸多不
舍。

2017年 8月 13日，原本是庄桂淦退休的
日子。他的女儿庄毓秀打算把他们接到福清一
家团聚，让父母安享天伦。但是庄桂淦却不高
兴。当得知教育部门实施“银龄工程计划”，可
以返聘部分退休人员的时候，他的心情才“由阴
转晴”，立即向县教育局提出返聘申请。在石屯
中心小学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来接任西津畲族小
学的校长，征求他是否愿意返聘续任时，他毫不
犹豫地答应了。“只要身体可以，我愿长期在这
里干下去。”

得知庄校长退休返聘后，更多孩子慕名而来。学生
人数更多意味着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庄桂淦却很高兴，因
为这是家长们对他的认可。能看到孩子们在自己的呵护
下走出大山成为有用之才，是最有成就感的。

莫道夕阳晚，为霞尚满天。现在，他更加注意团队建
设，学校老师在他的悉心指导下，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教
育教学和管理更上一个台阶。

在大山、在畲乡，在他的努力下，许多孩子拥有了属
于他们的温暖生活，也拥有了未来的更多可能。他常说：

“我水平不高，甚至普通话都是闽南腔，教不了孩子们很
多现代化的知识，但我可以给孩子们传授一个永远不会
过时的理念，那就是成就爱、那就是付诸情，就是一诺无
悔的坚守和脚踏实地的付出。”

（作者范世旺，政和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督学。）

▲ 穿暖和，不着凉！庄桂淦帮“孙子”起床穿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