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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胡晓霞记者金邦寅

在教育的广阔天地里，总有一些名字如璀璨星辰，照亮莘莘学子前行的道路。张玉兰，便是这样一

位熠熠生辉的模范老师。她的故事，如同春日里绽放的玉兰花，散发着温婉而动人的芬芳。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位被学生们深情怀念的张老师，正是瑞安中学原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第

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以及全国三八红旗手——张玉兰。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会议案中，她郑重写下：“家庭、学校、社会应将爱毫无保留地给予每个学生，为他们营造良好的成长环

境；一线教师更要在每一个工作细节中，将师爱展现得淋漓尽致。”数十载春秋，张玉兰始终坚守这份信

念，言传身教，以实际行动践行着教育的真谛。

张玉兰
玉兰芬芳仁心师者

【人物名片】
张玉兰，1939 年出生，瑞安人，瑞安中学 1960 届高中

毕业生。她1965 年毕业于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1979 年

调入瑞中任数学教师，1987 年 1 月任瑞中副校长，1990

年任瑞中党总支书记，曾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

汗如雨下
步行九公里劝导高考落榜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

曾联松，这位与瑞安有着深厚渊源

的杰出人物，是瑞安人，也是瑞安中

学人。他曾是瑞中的学生，后来又

成为瑞中的教师。“文革”期间，他因

被抄家，不幸遗失了五星红旗设计

说明书，此后，他将仅存的国旗设计

材料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收藏着，

一心想要亲自将它们交给国家和母

校。1994 年 7月 1日，曾联松先生

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原稿、

刊登有国旗被征用消息的《解放日

报》（1949 年 9 月 29 日）等珍贵文

物，无偿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同

时，他决定把珍藏了大半辈子的有

关五星红旗的资料档案，交给自己

的母校——瑞安中学。

而接过这份珍贵档案的重任，

落在了张玉兰的肩上。那是张老师

退休的前一年，她两次专程前往上

海，拜访曾联松老先生。1994 年

初，她与瑞中校办原主任林云江一

同来到位于上海市山阴路145弄 6

号楼三楼的简陋居室，与曾联松会

面。三位瑞中人相见，倍感亲切，相

谈甚欢。曾老分享了自己近年来参

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工作的情况，

以及自身的健康状况。张玉兰则代

表瑞中，向曾老及其家属表达了亲

切的问候，并汇报了母校近年来取

得的发展与成就。由于张玉兰时任

瑞中党总支书记，负责师生的政治

思想工作，交谈中自然提及了瑞中

正在建设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事

宜。曾老听后十分高兴，当即表示

愿意花时间整理自己收藏的五星红

旗设计资料，捐赠给母校，为爱国主

义教育贡献一份力量。

当年 9 月，在一个秋风送爽的

日子里，张玉兰再次如约来到曾联

松先生家中。经过半年的精心整

理，曾老郑重地双手捧着一只厚实

的深蓝色档案盒，递交给张玉兰。

只见，盒面上贴着一张金色美术纸，

上面用毛笔工整地写着“五星红旗”

和“资料集锦”两行字。张玉兰怀着

崇敬与感激之情，双手接过这份沉

甸甸的礼物，小心翼翼地打开盒

盖。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张打印清晰

的“五星红旗资料集锦目录”，依次

罗列着“1. 公开征稿声闻海内”“2.

响应号召构思设计”等17项内容，

每一页资料的右上角都用钢笔工工

整整地标注了页数。仅仅看着这份

目录，便能感受到曾老整理时的用

心与专注。此时此刻，张玉兰深知

自己手中捧着的，不仅仅是一盒资

料，更是一位 79 岁老人的毕生心

血，以及他对祖国、对家乡、对母校

的拳拳赤诚之心。为了整理这些资

料，这位年迈多病却始终坚持宣讲

国旗知识的老人，不知熬过了多少

个日夜。张玉兰神情庄重地拿出钢

笔，在目录页上写下了交接记录。

从此，这份珍贵的档案被妥善

保存在瑞中校史档案室。曾联松先

生的这份心血凝聚，成为瑞中优良

传统与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瑞中学子传承

先贤精神，弘扬爱国情怀。

如今，87岁的张老师依然精神

矍铄，她质朴无华，温婉如玉，每一

个与她接触的人，都能感受到如沐

春风般的温暖。她独自居住在瑞安

市沿江新村，尽量不给子女增添负

担。尽管经历了中年丧夫、身患肠

癌等重重磨难，但她始终以乐观积

极的态度面对生活，用微笑和勇气

诠释着生命的坚韧与顽强。

玉兰花，总是在早春时节绽放，

让人们在经历了漫长的寒冬后，感

受到春的温暖与生机，带来喜悦和

希望。张玉兰，人如其名，在岁月的

长河中，用她的智慧、爱心与担当，

播撒着教育的芬芳，成为学生心中

永远的温暖港湾和精神灯塔。

1979年，张玉兰踏上瑞安中学的

教坛，在这片教育沃土上谱写出属于

她的育人华章。她先后担任瑞安中学

的初中、高中数学教师，从班主任、年

级组长逐步成长为分管政教及党务的

副校长，并兼任党支部书记，实现教育

能力与管理水平的双重跃升。然而，

无论身处何种岗位，她始终牢记自己

的第一身份是教师，努力做到教育精

益求精，关爱学生如同对待自己的孩

子一般。

在薛阿林同学的记忆深处，珍藏

着一段与张老师的温暖过往。那是

1981年，高考前夕，命运却和薛阿林

开了个残酷的玩笑，他意外中暑，最终

高考落榜。对出身家庭经济并不宽裕

的他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

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与痛苦之中。

在最无助的时候，他想到了如母亲般

的班主任——张玉兰老师。于是，他

从阁巷塘头村出发，满怀期待地来到

张老师位于瑞安西门的家。可没想

到，迎接他的却是紧闭的大门。

无奈之下，薛阿林拿出纸笔，将内

心的郁闷、迷茫与烦恼一股脑地倾诉

在纸上，还流露出放弃学业的念头。

“我家里兄弟姐妹共六个，长辈们省吃

俭用，只供我一人读书，可我却辜负了

他们的期望。而父母和奶奶从未有过

一句责备，这让我心里更加难受。”薛

阿林回忆起当时的心境，依然满是感

慨。

令人意外的是，张老师看到塞在

门缝里的纸条后，没有丝毫犹豫，毅然

决定顶着炎炎烈日前往阁巷寻找薛阿

林。在那个通讯与交通都极为不便的

年代，张老师仅凭着对阁巷大致方向

的模糊认知，便踏上了这段艰难的旅

程。她独自乘坐渡船过飞云江，随后

步行至瑞安良种场的三岔路口。面对

眼前的分岔路，张老师一时辨不清方

向（往西是孙桥，往南是阁巷）。正值

闷热的夏日午后，她想问路，环顾四周

不见一个行人，脚下是由无数不规则

小石头拼成的狭窄石子路，高低不平，

又烫又滑。犹豫间，空气仿佛都被热

浪凝固，树叶也无精打采地低垂着，张

老师选择了向西前行，直到快到孙桥

时，询问路人后才发现走错了方向。

她没有丝毫抱怨，立刻折返，朝着阁巷

的方向继续前行。就这样，一路走走

问问，历经两个来小时，步行约九公里

的路程，张老师终于找到了薛阿林的

家。

当时，薛阿林的嫂子正在院子里

翻耙谷子，看到张老师后，急忙对着楼

上呼喊：“阿林、阿林，你的老师来了！”

薛阿林听到喊声，又惊又喜，急忙扔下

手中的书，飞奔下楼。当他看到撑着

大黑伞、汗流浃背的张老师时，简直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炎热的天

气，张老师竟然真的来了！”薛阿林热

泪盈眶地回忆道，“我赶紧把她领进家

里，看到满头大汗的张老师，我心里又

感动又窘迫。我手忙脚乱地打了一盆

水，用旧毛巾让张老师擦脸，又拿来蒲

扇给她扇风，还从旧脸盆里舀了一大

碗自家熬的田荠凉茶，看着她一口气

喝完。张老师看出了我的不安，拉着

我的手，让我别忙，坐下来和她好好聊

聊。”

张老师温柔且耐心地对薛阿林

说：“你一直都很努力，没考上大学并

不是你的问题。这次高考前你中暑，

影响了你的发挥，而且现在大学招生

名额少，一百个考生里只有四个能考

上，这是很现实的因素……”那一天，

张老师和薛阿林聊了许久，那些贴心

的安慰、温暖的鼓励，如同一束束光，

照亮了薛阿林心中的黑暗角落。看着

薛阿林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张

老师才放心地起身，婉拒了薛阿林一

家多方挽留吃饭的请求，坚持步行回

了家。

在张老师的持续关怀与帮助下，

薛阿林逐渐走出自卑的阴影，重新找

回自信，并在次年成功考上温州师范

专科学校，凭借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

运。这份师恩，薛阿林铭记一生。后

来，他自己也成为了一名教师，像张老

师一样，将关爱传递给每一位学生。

“你们无法想象，当年张老师对我们是

多么好。”薛阿林常常这样对身边的人

说。

事实上，在张老师的关爱与引导

下走出困境的学生，远不止薛阿林一

人。同学们都记得，高考前夜，张老师

会挨个寝室走访，轻声询问每一位同

学：“还有哪些数学问题没弄明白吗？”

高考当天清晨，她早早起床，再次穿梭

于各个寝室，为同学们加油打气。

对张老师而言，上门家访、关爱学

生是她教育工作的日常。只要得知学

生因学习压力、家庭矛盾或同学关系

等问题出现心理困扰，即便不是自己

的学生，她也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耐心疏导。有时，她甚至会把学生接

到自己家中，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

怀与教导。那些夜晚，在张老师不大

的家中，常常能看到这样温馨的场景：

三个女儿挤在一张小床上，丈夫打地

铺休息，而她自己则蜷缩在沙发上，让

学生安稳地睡在床上。

“教育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每当看到

曾经在青春迷茫中徘徊的学生，如今

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热，为社会贡献

力量，张玉兰的心中便充满了欣慰与

自豪。

身正为范
像一盏明灯散发着温暖而明亮的光

自幼丧父的张玉兰，并未被生活的

苦难打倒，她反而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

对知识的渴望，勤奋学习，考上了浙江师

范大学。她品学兼优，大学毕业后，积极

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投身到边远山区的

教育事业中，泰顺中学成为了她教育生

涯的第一站，从此默默耕耘了十五年。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张老师

也未能幸免。有“上级领导”要求她检

举当时的泰顺中学校长，面对这种违

背良心的要求，正直善良的张老师断

然拒绝。她不愿为了迎合他人而伤害

无辜，即便因此遭到“在校软禁”的不

公对待，也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她

坚信，尊重事实，绝无过错。

那时，学生们并未因老师的处境

而疏远她，反而更加亲近她，家长们也

纷纷送来粮食和日用品，表达对她的

支持与信任。但这一切都无法改变

“上级领导”的决定，最终，张老师被迫

离开了她深爱的泰顺中学。当她含着

泪与学生、家长们告别时，大家都泣不

成声，那场面令人动容。

长辈是晚辈的引路人，晚辈是长

辈的映照。张玉兰的言传身教，深深

影响着她的女儿王洁。1988年7月，

王洁以优异的成绩从温州师范学院外

语系毕业，当时瑞安中学正好招聘英

语教师，而张老师时任瑞安中学副校

长，拥有诸多荣誉。这本是一个解决

女儿就业问题的绝佳机会。然而，张

老师却告诉女儿：“你要服从分配，去

城西中学报到。”原来，瑞安中学另一

位职员的孩子与王洁同届英语专业毕

业，那个孩子的年龄比王洁大了几岁，

张老师把这个名额留给了同事的孩

子。懂事的王洁对此并不意外，因为

她一直牢记母亲的教诲：“优秀的人才

要先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

可让王洁没想到的是，第二年她

竟被派往偏远山区湖岭片区永安乡支

教。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瑞安，交通落

后，城乡差距较大。这所山区学校的

艰苦条件，让从小生活在城关的王洁

实在难以适应。在孤立无援之际，她

向母亲求助，张玉兰却温和地鼓励她：

“意志顽强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战

胜痛苦，就能获得坚强的意志。不要

害怕艰苦，要勇敢地去战胜它！”正如

唐代文学家陆贽所说：“动人以言者，

其感不深；动人以行者，其应必速。”张

老师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为女儿树

立了榜样，成为女儿最直接、最生动的

人生导师。在母亲的影响下，王洁在

艰苦的环境中努力奋进，恪尽职守，不

断成长，后来成为温州八中优秀的高

中英语教师，兼任学校英语教研组长

达14年，获得温州市首届“教坛中坚”

荣誉称号，以及浙江省英语评比一、二

等奖等多项科研成果，并成为国家级

高中英语新教材培训专家。

在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抉择面前，

当“安逸”与“艰难”摆在眼前，张玉兰

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她深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始终以

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为身边的人传

递着正能量。

1995年，张玉兰老师光荣地告别

了她奋斗多年的教育生涯，正式退

休。然而，她心中对教育的热爱之火

却从未有过一丝黯淡。

退休后，她受瑞安市人事局之邀，

投身“在职大专班”培训工作，以专业

与热忱主导这项工作长达三年。时光

流转至1998年，她在泰顺中学教书时

期的一位学生创办了“泰顺县育才高

级中学”，出于对张玉兰老师教育理念

和能力的高度认可与敬重，诚挚地聘

请她出任学校的首届校长。

办学伊始，困难重重。从招生宣

传、吸引学子，到广纳贤才、招聘优秀

教师，再到精心制订学校的各项规章

制度等，张玉兰都全身心投入，事必躬

亲。就这样，她又在育才高级中学的

岗位上默默耕耘了三年。

张玉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深刻

地诠释了一位教育工作者的仁爱之心

与责任担当。即便离开了熟悉的讲

台，她依然像一盏明灯，为教育事业散

发着温暖而明亮的光。

两度赴沪
为瑞中迎回五星红旗设计资料档案

张玉兰与学生们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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