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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下一代人“重教”，对上一代人“敬老”
记者参与乡村振兴记者行活动期

间，地理位置偏远，导航却能精准直达的
村子仅有张宋村。阡陌交通，路路有
名。老教师张孝仁与村“两委”几经修
订，给村里条条道路起了名字。进村的
道路叫腾飞路，村室门前叫惠民路，敬老
院门前叫福寿路，张姓、宋姓两大姓之间
的道路叫和谐路。精心命名的道路让初
来乍到的我们平添了一份亲切感。

村委原来的办公楼改建成了敬老
院。阳光很刺眼，坐在树荫里乘凉的老
人却怡然自得。在一路之隔的村小学

里，学生们在现代化的操场上嬉闹，不
禁让记者回想起自己的母校。在该村，
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都得到了最大的
重视。

近两年，该村投资 400 多万元将张
宋村提升改造，填平了垃圾坑，修整了
道路，铺设了下水管道。在村里组建的
微信群中，村“两委”与村里走出去的大
学生一起出谋划策，提出了不少“金点
子”。下一步，张宋村将借助乡村振兴
的东风，明确规划，高标准建设，迎来新
的发展。

■ 记者手记

建安区蒋李集镇张宋村
位置：许昌市区往南，蒋李集镇政府东南3公里
概况：张宋村是许昌市党建200强村，有耕地1724亩，

462户1926名居民，其中党员68名。张宋村与临颍县接壤，
地理位置偏远，产业薄弱，却以“教育”闻名。周边的乡村小
学都合并到了张宋村小学，目前有21名教师和300名学生。

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张志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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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宋村党支部书记张志茂：
乡村振兴，教育是其中重要的一环。我们村有浓厚的“重教”

氛围，村小学在周边小有名气，近几年合并了周边的几所乡村小
学。村里的孩子从小就知道努力学习才能出人头地，因此村里走
出不少大学生。与“重教”相对应，我们村里的“敬老”氛围浓厚，敬
老院和村小学是村里最气派的两栋楼。下一步，我想利用乡村振
兴的契机，复兴村里传统的纺织业和油品加工业，与走出去的学子
们结合，发展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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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支部书记说心声

“高考刚过，俺村的人都期待着今
年村里的考生榜上有名，考上清华、北
大！”6 月 12 日，记者走进建安区蒋李集
镇张宋村，该村的党支部书记张志茂对
今年村里参加高考的几位考生充满了
信心！

2018 年 ，该 村 的 张 霄 考 上 北 京 大
学。入学不久，因为选择专业的问题，她
竟然回家复读了。考上北大竟然不上？
这让不少人感觉“不可思议”。但在张宋
村，村民对此倒觉得“并没有啥”。

还未走进村委会大门，记者就在一
侧的宣传板上看到多个高材生的免冠
照和简历。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这
村里出大学生”。

“我们村重视教育不是一两天的事
了！”该村退休老教师张孝仁自豪地说。

“今年已经 81 岁的张孝仁是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村第一个考上大
学的人。”张志茂说，“张老师为以后村
里的读书人带了一个好头！”

张孝仁说，张宋村有张、宋两大姓，
他们的祖辈是从山西省洪洞县大槐树
下迁至许昌的移民。张孝仁 4 岁时，在
二伯父张国栋的家里读私塾，学过《增
广贤文》《幼学琼林》等古书。1960 年，
张孝仁考上郑州水利专科学校，他的同
学张海欣考入中牟农专。他们俩成为
村里最早的大学生。

张孝仁从郑州水利专科学校毕业
后，先后在原许昌县蒋李集镇中学、张
宋村小学当教师、校长，直到退休。20
世纪 70 年代，张宋村办过两个班的初中
和高中，村里的孩子在本村就能从小学
读到高二。1978 年，全国恢复高考，张
宋村的宋韶堂、张群德、张广山一起走
进大学校园。

“数十年来，我们村的人不比谁家
的 房 子 盖 得 好 ，只 比 谁 家 出 的 大 学 生
多。一个家庭，兄弟姐妹考上大学的比
比皆是。”张志茂说。

记者跟随村干部来到位于该村福
寿 路 的 张 根 喜 家 ，看 见 他 家 的 大 门 朝
东，两层小楼坐北朝南。今年 53 岁的张
根喜身体微胖，个头中等，上身穿一件
蓝色的工作服。他的妻子何秀英的穿
着也很朴素。

“我的大女儿张晓燕高中毕业后，
考上了新乡师范大学，接着在西安交大
读研究生，现在在西安华为研究所搞科
研。”张根喜说，他的二女儿张迎超在许
昌 县 三 高 毕 业 后 ，考 上 了 西 南 财 经 大
学，如今在成都一家银行上班。

“两个姐姐都考上了大学，张五超
也不能落后！”何秀英接过话茬说，“俺
家的 3 个孩子年龄相差两三岁，张五超

前两年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如今在长
葛市森源集团工作。”

“这家人出了 3 个大学生，可都是他
们磨香油‘磨’出来的！”张志茂笑着说，
20 多年来，张根喜、何秀英夫妇和村里
的 大 多 数 人 一 样 ，靠 磨 香 油 为 生 。 平
时，何秀英在家里磨香油，张根喜骑着
自行车带着磨好的香油走街串巷。一
年到头，夫妻俩几乎没歇过。

“我们磨的香油是水浸式，一天磨
八九十斤芝麻。最早，要用双手握着锅
沿晃大铁锅四五个小时，才能浸出香油
来 。”张 根 喜 说 ，为 了 让 孩 子 们 好 好 读
书，他们夫妻俩很少添新衣，吃饭也不
讲究，家具、家电更不敢多添。“尤其是
上 大 学 ，姐 弟 仨 有 时 要 交 三 四 万 元 学
费 ，家 里 钱 不 够 ，我 们 就 向 亲 朋 好 友
借！”何秀英说。

“你们为啥重视孩子的教育？”记者
问。“不是说读书能改变命运吗？还不
是想让孩子长大后有文化、出息，走出
小村庄，成为有用之才！”张根喜说，如
今，令夫妻俩感到欣慰的是，3 个孩子都
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两个女儿已经
成家。

截至目前，张宋村走出了 9 个博士、
17个硕士、129个专科生和本科生。

香油坊走出三名大学生
□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黄增瑞李亚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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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根喜、何秀英靠磨香油培养了3个大学生。 许昌报业全媒体记者黄增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