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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节前 夕 ，记 者访 问 了 汉
阴县政 协文史 资 料研究委 员会负
责人、共产党 员侯传钰。他一家
有八 人是 教师 ，被 誉为 “教师世
家”。

侯传 钰 同 志 年 已花 甲 ，须 发
斑白 ，他 在教 育 战线辛勤 工作 了
三十五 个春秋，去年六月 才调 到
县政协的 ：老伴李晓芝 ，当 了 二
十七年的 小学教师 ，现 已退 休 ；
他的 弟 弟侯 利民 、弟 媳傅兰芝 、
大妹侯传 凤 、幺 妹侯传 芳 、三女
儿侯 先莉 、儿媳颜克荣，也 在西
安、平利等地从事教育工作 。

侯传 钰一家为什么有这么多
人当 教师 ，这 与侯传钰的影 响分
不开。解放前夕 ，侯传钰从陕西
师专 毕业后，一直从 事 教 育 工
作。五十年代初
在汉阴 中 学任教

时，他 负 责学校的 教 务工作 ，使
全校教学质量在安康 地 区 名列前
茅；一九五六 年 在安康 师范学校
工作，光荣出 席 了 我省先进教育
工作者代表大会 ，又被选 为出 席
全国 先进教育工作 者代表大会代
表。一九五九年反右倾 和十年内
乱时 ，侯传 钰被打 成 “右倾机会
主义分 子”和 “牛 鬼蛇 神”，但
是他为祖国 培 育 人才的 信念 却 从
来没有动摇 过。十一届 三 中全会
以后，侯传钰先 后 被调 到 汉 阴 中
学、县文 教局 担 负 领导职务 ，取
得了 可 喜的 成 绩 。现在，他培 养
的学生分布到 全 国各地，有的 成
了专 家、教授，有的 成了 领导骨

干，每 当 想到 这些，他感到无 比
的光荣和 自 豪 。

侯传钰一心扑在 教 育 事 业
上，他经常教育亲人们热爱教育
工作 ，献身教育事业。他父亲 死
得早 ，弟弟 、妹妹全靠他供养 ，
他把弟弟侯利民培养上 了安康师
范学校 ，又考人陕西师范大学 ，
毕业后 当 了 人民教师。大妹妹侯
传凤高 中 毕业，问他考那个大学
好，他说：“考陕西师大，将来
当教师。”幺妹妹侯传芳一九五九
年高 中 毕业 ，高考落榜，问哥哥
选择什么职业好 ，他不加思索地
回答：“当 教师好。”他还亲 切
地对妹妹说：“教师的 职业虽是
清苦 ，但 它光荣而高尚 ，为祖国

培养人才，有无限的乐越。”
七十年代初，侯传钰的三女凡
侯先莉高中毕业到太平乡 大兴
村插队，后来村上安排她担 任
代理 教师 ，在共同的工作 中 。
她和 民办教师冯 时辉确定了恋
爱关系 ，不少亲友认为城里姑
娘不应找个山 沟里 的 民 办 教
师。而侯传钰坚决支持这门 亲
事。还特地赶到 乡 下 参 加 婚
礼，鼓励女 儿女婿作 山 区文 化
的传 播者 。

几十年来 ，侯传 钰和他的
亲人们为祖国 的 教育事业呕心
沥血，他们一家 受到社会的 尊
敬，是 当 之 无愧的 。

本报特约 记者　王 友根

西安市俭家巷旧 貌 变 新 颜
九十五户 拆迁 居 民喜 迁新 居

本报讯 被称 为西安市最
脏、最臭 、最破 、最旧的俭 家巷
低凹居民住宅 区 ，面貌 已 经 发
生变化，在原来的 低 凹 地上 ，
矗立 起了三幢居民新楼，九十
五户 拆迁居民 已搬入新房内 。

俭家巷低凹 居 民点 ，位 于
西安东 城墙角 下，是闻名 的雨
季“涝 区”。历 史上 在这里形
成的东 、西、中三个大坑 ，共
约一万多平方 米 ，最深处深达
八米。三十多 年来 ，居 民沿坑
自建的房屋 ，大都用 油毛毡搭
成，每逢阴雨季节，家家进水
成灾 。去年六月 ，西安市人民政

府决定改造 这 个 低 凹 地 区 ，
改善居 民的 住宅 条 件 。一 年
多来 ，建筑部 门 加 紧 施 工 ，
这里 的三个大坑 相 继填平 ，
这次完工的西 坑三幢新楼 ，
占地 约五千七百平方米，正
在内 粉刷的一千多平方 米东
坑新楼 ，不久也将竣工 。

九月 三 日 上 午 ，居 民
们喜气洋洋搬入新居。他们
高兴地 对记者说：“三十多
年来我们这里遇雨成灾 ，现
在，搬入政府盖的新楼，再
不用 为房屋进水 、漏雨发愁
担心了！”　张 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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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横山 中 学 人们提起严善乐
老师。都异口同声称赞他是 “实
心干事业、真情育桃李”的 好园
丁。

严善乐老师是上海市人 ，一
九五八年从上海法律专科学校毕
业后 ，响应党 和政府建设大西北
的号召 ，从繁华的上海来 到贫穷
落后的陕北 ，在横 山 中 学 担任教
师。不久 ，他就 因所 谓的 “言论
问题”被错订为 “漏划 右派”。
十年动乱 中 ，他遭到 了精 神 和肉
体上的 折磨和摧残，但并未改变
他献身 于山冈教育事业的 初衷 。
一九七九年他的 问题平反后 ，组
织上就工作问题征求 他 的 意 见
时，他放弃 了回上海和 转到 其他 战
线工作的机会，毅然提 出 重 返阔 别

了二十年的横山 中学 。
二十年的坎坷遭遇 ，使严

老师四 十八岁 才成 了 家 ，婚后
生的两个孩子 ，又相 继夭亡。
面对不幸 ，他内心是痛苦的 ，
但一投入工作 ，就好象换了一
个人的 似的 。他原来是教俄语
的，重返横中 后需 要 他 教 历
史，他 就阅读大量的史书 资料
， 辛勤耕耘 ，认真对待每一堂
课。八〇年调资时，组织上要
给他升一级 工资 ，他却要求把
指标让给工资偏低、生活困难
的同志 。近年来 ，他年年被评
为学校和县上的模范教师，八
三年在 “五讲四美 ，为人师 表

活动”中 被评 为优秀教师 。
鸿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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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内外

因小 事 反 目 为 仇

伤人 命 国 法 不 容

八月
十八 日
凌晨二
时，突

然，从宝鸡市针 织厂单
身职工楼内传 出一声凄
厉的 喊 声：“快 来 人
呀！杀人啦！”

因天气炎热 ，刚睡
下不久的 四楼几名 工人
猛然惊醒，“砰”地一
声一个人影 跌跌撞掩的
跑进 门 来 ，拉灯一看 ，
原来是 该厂 三车间工人
马建光 ，只见他 混 身 血
迹，手指楼下断断续续
地说：“快……周……
周伟 杀……杀 李……李
小鹏……”话未说 完 ，
就昏 倒在地 。众 人大吃
一惊 ，连忙赶到 楼下李
的房内 ，只 见李 已 身卧
血滩之中 气 绝 身 亡。
身负 重伤的 马 建 光 送
医院 抢 救 时 ，也 因失

血过多而 死亡 。
周伟、李小鹏都是

顶替进厂 不到三年的二
十岁 左右的 青 工 ，俩人
同在一 个车间 ，平时 自
由散漫嬉戏打 闹，前不
久，周 伟 刚 买 的 一 辆

“ 渭 阳”轻骑被李在玩
耍兜风时碰坏 ，为此二
人纠 缠 不清。虽 经厂有
关部 门 调解但未奏效 ，
俩人多 次相 骂争吵 以 至

反目 成仇。十七日 晚十
时左右，该周 又找李索
要赔偿未遂 ，于是产生
杀人恶念。他拿了一支
小口 径步枪和裁衣用 的
剪刀 ，潜藏在李的 宿舍
附近。凌晨一时 许，李
在别处打完扑克 回 宿舍
时，周便跟踪而 进，趁
李不防先用 小口 径枪 击
射，又用 剪 刀 连 戳 数
下。这时 ，恰逢工人马

建光 由 厂 外 返回路过此
地，马 建光连忙去阻挡
行凶 的周 伟 ，不料周 伟
已丧失理性 ，竟拔剪向
马乱戳 ，马 猝然 不备 ，
被戳伤前胸 后背 。就这
样，一场不该 发生的悲
剧发生了 。

周伟行 凶 后畏罪潜
逃，惶惶如丧家之犬 。
但法网 恢 恢 ，疏 而 不
漏，八月
十八 日 晚
终于被 抓
捕归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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泾阳 九 顷 原 小 学 张 继 亭　扎 根 山 区 志 愈 坚
径阳 县九顷原，是名 符其实的

穷山恶水。这里 沟壑纵横 ，自 然条
件极差，文化更是落 后 。到 了一九
七七年 ，因缺教师，九顷原小学几
乎到 了停办的地步。就 在这时，在
生产队石灰窑 当 出纳的 高 中 毕业生
张继亭受群众推荐 ，成 为这个穷 山
村土生土长的 第一任教师 。

初到学校时 ，这里 的 窑 洞 教
室，墙壁破烂不堪，地 面 凹 凸 不
平，教室桌凳缺 胳 膊 少腿。张 继
亭就 亲 自 动 手，带领学生从沟底
挑水和泥，泥补教室 ，修理桌凳。
为了减轻学生家庭 负 担 和 解 决 学
校经 费困难 ，他组织学生开展 了挖
药材、打酸枣等勤 工俭学 活动，不
但使二十二个学生免费上 了学 ，还
为学校购置 了课桌 凳，添 置 了 十
多件体育 用品 ，办 起 了 小 “图 书
角”，使学校的 面貌有所 改变 。

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许 多 家长不
重视孩子上学 ，造成 了 这一带的儿童
不但入学率低，而且每年 中 途退学的
也多。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 ，张继亭不
但努力钻研教学业务 ，而且注意坚 持
家访，做好 家长的 思想工作。学生董
秋环家里生活 困难要求退学 ，张继亭
就去作家长的 工作 ，并用 自 己的钱给
学生买 了 书 、钢笔和练习 本，又给董
秋环家送去五十斤小麦 。有 位学生衣
着单薄 ，他就把 自 己孩子的衣服送给
学生穿。每到冬天，张继亭就在 自 己
家里腾 出一盘大炕，烧得暖暖和和 ，
让离学校远的学生在他家住宿。由 于
张继亭一心扑在山 区教育事业上，九
顷原小学越办越好，该校学生在当 地
历次统考中都名 列前茅 ，他 自 己先后
被评为县上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和劳动
模范 。

＃ 言

勉县一中师安居老师 　披 肝 沥 胆 三 十 年
师安居同志于一九五五年从河

南姊院毕业后 ，千里迢迢分配到我
省汉中地区工作。三十年来 ，他饱
经风霜雨雪 ，走过坎坷的道路 ，但无
论是 在顺境还是逆境 中 ，都没有 动
摇师安居献 身 于 教育 事业的 决心 。
他总是充满 信心地带班、教课 。早
在一九六〇年 ，他带的班高考 录取
率达百 分之九十八。十一届三 中 全
会后 ，师安居工作更加努力 ，八一年
他担任 了 学 校 教导主任 ，去年 又被
任命为副校长。他既 当 领导 ，又兼
任年级主任 ，还蹲组抓点 。他教的 历
史课 的高考成绩，多 年来均处 于全
地区领先地位；他带的 高八四 级学
生，去年升 学率居全地 区 首位。

师安居担任学校领导以来 ，注

重学 习 ，富于开拓精神 。几年来 ，他系
统地学习 了 教育学 、心理学 ，特别注
重行政管理学和世界著名 教育 家著述
的学 习 研究 ，结合学校实际 ，他制 订
出一整套管理 条例和规章制 度 ，对各
方面工作定 编 、定 员 、定量 、实行了
岗位责任制 。为 了 适应 “三个面向”，
他发动 各组、室的 教 师 ，积 极 为 学
生开辟 “第二课堂”，组织了 摄影 、
计算机 ，创 作 等七个课外活 动组，拓
宽了 学 生的 知 识面，受到 学生和 家长
的欢迎 。

愿将终生许孺 子 ，化作红烛照尘
环。师安居和 其他领导一起 ，辛勤工
作，日 夜操劳，把学校管理得井井有
条，勉县一中 多次被评为县 ，地 、省
的先进单位 。　　献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