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蔼可亲，一脸慈祥，谈吐之中尽显神韵。虽已
八十有五，但不是龙钟老态、也没有步履蹒跚。这
是“中国好人”马如松给我的第一印象。

2024 年 5 月中旬的一天风和日丽，我在姜堰区
大伦初级中学校长的陪同下来到大伦镇申扬村红
星组，来到傍河居住马如松家采访。

老旧的五架梁，过时的家具，陈旧的办公桌摆放
在客厅左侧，一本 A4 纸大的数学教案摊放在桌上，
正在伏案思考的马老见有人来，连忙放下手中的
笔，微笑着起身迎接。

久仰马老大名，今日得见，果不其然。房间里，
报纸杂志随处可见。

“真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

任教 40 多年的马如松，退休前是姜堰区大伦初
级中学的高级教师。作为 20 世纪 60 年代毕业的专
科生，马如松功底厚，学识丰。任教期间，无论是教
数学、物理还是教化学、地理，上起课来水到渠成，
如数家珍。他最擅长数学，释疑解惑，环环相扣，思
路清晰，逻辑缜密，深受学生欢迎。2001 年马如松
退休了，一下子就成了社会上的“香饽饽”。

时值中考高考的指挥棒弄得众多家长和学生的
神经很紧张，各类补习班、复读班纷纷冒出，于是名
师成了稀缺资源。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您退休。马老师，到
这里来吧，我们高薪聘用！”

“人家课外弄家教都发财了！”
“这年头撑煞胆大的，饿煞胆小的！”
“放着财路不走，不呆也傻！”
一时间，上门来找的、劝说的、打电话的，让马

如松应接不暇。如果说不心动，那是假话！
当下已经进入商品经济社会，过去谈钱脸红，时

下拿钱坦然。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金钱并非万
能，无钱则万万不能。这个现实，马如松不是不知
道，而是心里太纠结。

其时马如松的退休月工资也才 1000 多一点儿，
家庭经济又不宽裕，老伴已下岗多年。1997 年为大
儿子治疗重症肝炎花去 20 多万元。按理说弄个家
教收些费，贴补贴补也属正常。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左邻右舍怎么看？亲朋好
友怎么想？社会上又怎么议论？摆在马如松面前的是
一道令人煎熬的选择题，考验着他的道德底线。他那
些日子常常夜不能寐，记忆的胶片十分清晰——

9 岁那年父母相继离世，他只好跟着姑妈生活，
家里穷，正想退学为他们分担压力时，班主任老师
上门劝他去上学，还替他支付了学费、申请了减免、
领取了助学金，后来他先后考进了姜堰中学和师范
学校……

扪心自问：“我也曾是一名孤儿，在社会的关爱和
政府的培养下才做了一名教师。俗话说羊有跪乳之
意、鸦有反哺之情。我得感恩，那份初心不能忘……”

有道是：师德重千钧，人格值万金。陈凯是他的
高中班主任，那一年冬天天寒地冻，穿着单薄的马
如松坐在课堂上有些哆嗦，陈老师察觉后默默地走
过来，摸了摸他的胳膊和小腿，不声不响地走出
去。放学时陈老师叫住了他，拿出一套崭新的棉衣
棉裤并帮他穿上，还拉着他的手说：“以后有什么困
难就告诉我，我会尽力帮你解决。”那一刻马如松再
也控制不住泪水，朝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并且暗
暗发誓长大后也要成为陈凯那样的好老师。

马如松为自己有过的心动感到羞愧：大丈夫生
而为人，安身立命，要做就要像伟人说的那样，做一
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
的人！

马如松由释然、淡然到坦然、泰然，像一朵莲
“出污泥而不染”，像一枝竹挺拔而独立，像一泓水
清冽又甘甜。他的秉性就是知识分子留在骨子里
的清高。“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世上本没
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旦认准了是对
的路，马如松横竖要走下去，走到底。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马如松
联想起这句时髦语时，心头随即泛起情感的涟漪。
他想通了，心里就像打开了一扇天窗，格外豁亮。

他没有退休时，每逢节假日，邻近的中小学生遇
到不懂的问题常常前来请教。这下退休了，上门求
教的孩子更多了。他逐渐发现，不少孩子因为父母
外出打工，只能随同识字不多的爷爷奶奶生活，学
习上遇到困难时没人帮助解决，而现在自己正好有
时间也有能力辅导他们。

我要以身立德，言传身教，把更多的热爱和感恩
传递给孩子！

几经思索，马如松决定在家里办义务辅导班，利
用双休日为周边的留守儿童、农家学生辅导数理化
等功课，分文不收。寒来暑往，他这一辅导就是 20
多年，帮助了数以千计的学生。

蜿蜒的乡间小路，一辆辆自行车在穿行，嗅着清
香、沾着露水、带着渴求的孩子不约而同地奔向马
老师家。每逢周末，院里院外都会停满自行车。场
地狭小车辆多，左邻移走了堆放的草垛，右舍搬出
了门前的鸡窝。这无言的举动让马如松心生感激：
多好的邻居啊！

马如松还在家门口为孩子们搭起了简易车棚，
以免车子日晒雨淋。

一开始，左邻右舍送来三四个补习的孩子，没多
久，十来个学生前来围坐听讲。马老师手握三角

尺、粉笔在自制的黑板上来回滑动，边画图边生动
地讲解几何知识。

尽管手中的三角尺很破旧，甚至缠了厚厚的胶
带，但马如松舍不得扔掉，因为这把三角尺陪伴了
他的整个教学生涯。小课堂上的两块黑板很旧，其
中一块是马老师用家里的床板油漆而成的。

这边的孩子在聆听，那边的孩子在完成巩固练
习或预习功课，马如松就像一匹不知疲倦的骏马，
不断驰骋。讲课、批改、设计练习题、安排授课时
序，就连黑板也是自己擦——粗糙的黑板上有陈年
的木刺，他生怕戳痛孩子的手。

有人说：“用心灵赢得心灵是教育的最高境
界。”而马如松的理解是：唯有内心富有、充盈，方能
从容抵抗世间所有的不安与躁动。真正让人成长
的是向内生长的时刻。

马如松不光教知识，还教做人的道理。有个孩
子在家长逼迫下前来补习，成绩上不来时家长非打
即骂，孩子更加叛逆。马如松主动上门家访：“孩子
小，还不懂得学习的重要，慢慢来！”结果该生当年
就考取了高中，现已参加工作。

小陈的父亲失业，母亲在外，叔父送他来补习，
马如松对这个孩子关爱有加。小陈看到人家被学
校保送，一度情绪低落。马如松察觉后利用课余时
间跟他谈心：“没被保送不等于就不够资格，心态一
定不能失衡！”在他的鼓励下，小陈把自己的优势发
挥出来了，一年之后考进了姜堰中学强化班，后来
还考取了中国科技大学。

有一个 12 岁的学生在家经常对妈妈出言不逊，
马如松将这个孩子接到家中开导：“世上最疼爱你
的人是谁？”“爸妈！”“最值得孝敬的是谁？”“爸妈！”

“这就对了！”孩子满脸通红。一老一小促膝交心
后，孩子的妈妈惊奇地发现儿子不但变得懂事了，
而且主动完成作业。

一晃 20 多年过去了，马如松晨迎暮送一个又一
个，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将好多孩子送进了中国
科技大、南大、南农大、江苏大学等高等学府，把家
长的希冀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

2017 年底，远在西安的女儿马春红邀请马如松
老两口去过年。“爸、妈，哥哥已经不在了，让女儿尽
尽孝心吧！”马如松答应了，可是春节一过就闹着回
家，他放心不下节后上门补习的孩子。女儿恳求
他：“不要回去了，就在女儿家养老！”得知老两口提
前买好了返程的高铁票，女儿只好把他们送到车
站。其实马如松人在西安女儿家里，心却在家乡的
孩子身上，他每天给需要补课的孩子发微信，每天
布置和批改作业。

2018 年 3 月，补习的孩子增加到 30 多个，堂屋不
够用了。马如松跟妻子商议：“腾出西南边那块地
方，搭一间教室！”“让孩子们住得宽敞，学得安心！”

“我粗略算了一下，购砖瓦、添桌椅、买教具要 5 万元
左右。”“花就花呗，这是积德行善的事！”

马如松心里明白：老伴下岗多年，这些年家里的
收入原本不高，而且大儿子患有重症需要花费巨资
治疗，4 个月的疗程，每天打白蛋白就需要 500 元，因
此不得不东挪西借。大伦初级中学的几十名教师自
发捐款资助马如松，时任校长悄悄将款子交到马如
松手中时，他既感动又不安，多次索要捐款人名单，
以便日后偿还，然而未能如愿。马如松不得不采取
迂回策略，一个一个地打听，一笔一笔地抄写在本子
上。“这天大的恩情我得加倍奉还！”他说。然而人到
中年的大儿子还是在 2016 年 10 月被死神夺走了，白
发人送黑发人成了老两口心中永久的痛。

在最困惑、最无助、最难挨的日子，马如松既没
有耽误过一次辅导，也没有受过人家一次资助，眼

下他们又要为义务辅导再次奉献，而且老两口的想
法出奇地一致。

消息不胫而走。一直给予关注的姜堰区关工委
及大伦镇关工委曾经把马如松的辅导站与大伦初
中链接起来并命名为“崇实教育校外辅导站”，这次
两级关工委又伸出援手，帮助辅导站改善教学条
件，装修教室，添置课桌凳，铺设通往马如松家的路
面；大伦初级中学全力配合马如松，帮他印教材、出
试卷、整理笔记，甚至安排师资助教；镇党委政府积
极派人提供种种便利；村两委也组织志愿者登门开
展义务劳动；区教育局送来书橱和图书等；大伦初
级中学的校友帮他添置了空调、电脑和打印机；曹
佳慧的家长送来崭新的大白板；在外求学的郁彩
阳、普靖寄来圆规、三角尺等教具；在马如松这里补
习过的学生闻讯后纷纷想方设法给予支持……

半个月不到，约 20 平方米的新教室就落成了。
看到孩子们不再因为转身而磕磕碰碰，老两口脸上
的皱纹舒展开来了。

“帮孩子们补课要紧哪！”这句口头禅伴随着马
如松的义务辅导，已经在妻子的口中念叨了20多年。

妻子黄楠小马如松两岁，是个善解人意的贤内
助。用马如松的话说，“没有她做后盾，我的辅导一
天也坚持不下去！”

“同学们，离中考和高考越来越近了，我们来梳
理一下初中几何，一共是 150 个知识点、48 个图形，
只要掌握了其中的解题方法，就会在考场上游刃有
余……”马如松把抽象变成具象，把枯燥转为生动，
把模糊化作清晰……一道道数学难题在他的演绎和
破解下，让屏声静听的孩子犹如醍醐灌顶，一下子
耳聪目明起来，解题技巧与能力与日俱增。

马如松的辅导以数学为主，兼顾物理、化学和其
他功课。辅导对象以初中生为主，平时主要对学生
进行答疑、点拨、补差，寒暑假则有针对性地引导他
们系统地梳理和复习上一学期所学的知识。

40 多年的教学经验成就了马如松通俗易懂、简
明扼要的教法。他将重要的概念、公式板书出来，
重点提示，反复讲解，逐个提问，确保每个学生学得
懂、记得牢、会运用。

“人要活到老，学到老。”马老师说，尽管他已经
85 岁了，但是不服老，家里订了很多报纸杂志，一有
空就翻阅，他喜欢钻研难题，经常把最近的中考、高
考试题拿出来琢磨，对知识点进行总结，他要带给
孩子们真正有效的学习方法。

马如松的义务辅导如日中天，越来越多的家长
要将孩子送上门。为报答他，好多家长想方设法表
达谢意，送钱送物自然免不了。

“多亏了您，孩子才有出息！”“马老师，您就收
下吧！”“树不能离根，人不能忘恩哪！”面对家长恳
切的眼神，马如松一口谢绝，坚决不收一分钱。“如
果收下了，就违背了我办公益辅导班的初衷！”

那种执拗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孩子们用
心（学习），将来有个好前程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
那种情、那份爱、那颗心令人动容。

一位大学生毕业回忆起当年，仍难掩浓浓的留
念和感叹：“我从初一到高中，数理化三门学科全部
在马老师这儿补习过，他陪我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节
假日。他总是一副慈祥的容貌，而且从来不收一分
钱辅导费，也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邻居夏大妈
逢人便说：“我家两个孩子先后请马老师辅导过，现
在都考上了理想的大学。马老师人太好了，教得细

致，孩子们都喜欢他。”
马如松的花名册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孩子们的

名字：黄桂才、谢吉民、朱云勤、李小燕、于友军、陈
磊、周舟……从这里不难发现，来补习的学生已从
大伦镇扩展到邻近的蒋垛、王石等乡镇，30 华里之
外的姜堰城区也有人慕名而来。更有海安市曲塘
镇李庄村的缪义发先后将孙子孙女送给素不相识
的马如松补习，他的孙子已于 2021 年考上如愿的大
学。20 多年来，马如松辅导过的学生考取大学的有
数百名，其中留守、流动、困境儿童占一半以上。

2018 年 7 月，马如松的事迹先后被新华社、央广
网、澎湃新闻等媒体重点宣传报道。时任区委书记
专程前往看望慰问马如松，致敬他驰而不息、锲而
不舍的奉献精神。同年 9 月，中央文明办隆重发布

“中国好人榜”，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大伦镇申扬村
的马如松凭借“退休老教师坚守乡村讲堂 17 载义务
辅导数千学子”的事迹荣登“中国好人榜”。

随着声誉鹊起，“中国好人”马如松的事迹就像
一股冲出山涧的叮咚作响的清泉，给社会带来清
新，给文明注入活力，让人们充满敬意。

社会各界人士尤其是学校师生纷纷慕名而来。
一个学身边人讲身边事的活动蔚然成风。

马如松工作室挂牌成立；以他为主的大伦初级
中学“润德堂”布展一新；微视频《文明路上的榜样
力量》在播放：一把三角尺，两块小黑板，几平方小
教室，一群渴求知识的孩子……

马如松还是那样的谦虚、低调、诚实、稳重。“光
环在身，固然光荣，但自己头脑要清醒，我只不过做
了一个普通人能做的事。”他说。

荣誉加身的马如松就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
一刻也不停息——

他受聘姜堰中专师德师风督导，用心诠释清廉
二字；

他为姜堰实小康华校区作先进事迹报告，满怀
深情；

他接受姜堰四中、大伦小学的小记者采访，对他
们寄予殷切希望；

他在全区教育工会师德师风大会专题发言，坦
陈心迹；

他欣然参加南京感动中国江苏年度十大人物报
告会、泰州市十大人物报告会、溱潼公益庆典等；

他感到自豪的是，母校姜堰中学举行建校八十
周年庆典之际，他这个老校友以特邀采访嘉宾的身
份出席了；

他最感动的是，2022 年教师节恰逢月朗风清中
秋节，大伦初级中学“马如松工作室”的青年教师代
表来到他家择菜、洗菜、掌勺……并且陪伴他们老
两口吃团圆饭，其乐融融。年轻教师包瑞还带来了
提前写好的对联：“马不解鞍，师德如松”；

他对亲自登门的姜堰二中的外教、美国人约瑟
夫吐露心声：永远把个人得失放在最后。约瑟夫表
示要把寻访经历写出来，让马如松开办公益辅导班
的事迹在海外传播。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如今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大伦初级中学“马如

松工作室”生机勃勃，吸引了更多的年轻教师加入
公益善举。“寻找青年马如松”活动也在泰州社会各
界如火如荼地展开……

青松不老犹舞翠，春华秋实绽芳菲。结束对“中
国好人”马如松的采访，亲耳聆听马老朴素真诚的

话语，亲身感受马老的人格魅力，我的心灵为之一
震。沉思良久，脑海里蓦然跳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
祝第 32 个教师节上说的一番话，教师重要，就在于
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
作。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
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
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

是的，时代呼唤向好、向善、向上；人心期盼亲
情、友情、真情；文明需要乡风、乡韵、乡愁。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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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岂 止 坚 守
——记“中国好人”、大伦初级中学退休教师马如松

缪锦国

马如松坚决拒绝学生家长的红包马如松坚决拒绝学生家长的红包

20182018年年99月月，，马如松被推荐为马如松被推荐为““中国好人中国好人””

20192019年年44月月，，马如松获评马如松获评““20182018感动中国感动中国··江苏年度人物江苏年度人物””

马如松免费为学生辅导马如松免费为学生辅导

20232023年年66月月，，马如松与姜堰二中外教约瑟夫合影马如松与姜堰二中外教约瑟夫合影

那份初心不能忘那份初心不能忘

老马精神放光芒老马精神放光芒

家庭教室育桃李家庭教室育桃李

心甘情愿不收费心甘情愿不收费

马如松马如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