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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作风
打败西安作风

我的版画参展了

大家好，我是延安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四
年级（2）班小小讲解员吉雨桐，我在延安为你讲述
《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的故事。

延安时期，毛泽东到各个干部学校给学员作
报告，经常是安步当车，不让接送。1939年秋的
一天，他去马列学院作报告，从学院到毛泽东的住
地杨家岭有四五公里，中间还横着延河水。半路
上遇到了学院派来接他的教育处长邓力群等人。

毛泽东抢先问：“你们四个风风火火的，要干
吗子去？”邓力群回答：“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
席。”毛泽东笑了笑：“接我？是怕我忘了今天的报
告会吧？学院给我的任务，我是忘不了的。”邓力
群连忙解释说：“我们是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
很不好意思。”毛泽东扬起手来摇了摇：“这样做有
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
得！”他环顾一下四周，幽默地说：“哦，四个人，轿
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下回呀，跟你
们领导说，再加四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
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
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闻言都笑了。毛
泽东笑着循循善诱道：“那才不像话嘛！皇帝出
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呼
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
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
水。我们既要革命，就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
不能沾染官僚习气。我们两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
来了，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这几步路算不了什
么。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
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的一席话，深刻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风采，使大家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教育。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却与版画有着不
解之缘，他不遗余力地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为
此倾注大量心血，被誉为中国新兴版画之父。

还记得那幅黑白木刻版画看哭了多少中国
人，那就是《找妈妈去》，在那个时代，中国的水
粉材料，油画材料等都非常紧缺，可是遍地的
梨花树却是最方便的材料。梨花树的树干可
以做成木板，刻刀是用敌人的弹壳来做，在
1982年的时候，这幅画被66岁的彦涵成功在延安
鲁艺做了出来。我也是因为这幅画而好奇，便关
注起了版画。

我最喜欢的是木刻版画，从画稿、转印、刻板、
上墨、印刷到最后的调整再次印刷，每一步都需要
我们认真专注的完成，在制作的过程中我就会很
兴奋。

前不久，东海·全国少儿版画双年展优秀作品
全国巡展来延安展出了，展厅里汇聚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优秀少儿版画作品，这些作品一个比一个
好，我多么希望能像他们一样这么优秀。正在羡
慕中观赏，突然一幅《小老鼠》的作品映入眼帘，这
不是我的作品吗？我简直难以置信，一遍遍确认
之后，心里感到非常自豪，连展厅的空气中仿佛都
弥漫着甜甜的味道。这次看展让我收获满满不仅
让我开阔了视野，也让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版画的
小种子，希望它能生根发芽。

（延安市新区第一小学四年级四班 曹浴阳）

教育追梦人

是一缕风
吹在脸庞
是向前的路
铺满金黄
是一首老歌
把视线牵到远方
是一碗面
让思绪飞扬
谢谢你，大哥
谢谢你说的那些话
你做的这碗面
你平淡生活里的古道热肠
谢谢你，小哥
谢谢你的背影
你的擦肩
你融化冰雪的片刻温暖

这一段随记，源于 2018年 6月 28日凌晨。时已 1点，我还
开车在路上。收音机里传来许美静《城里的月光》的歌声，我开
得很慢，一个外卖小哥骑着电动车从旁边经过。月亮在天上，
清冷地俯瞰人间，但在这人间的一隅，路灯夺走了它的光芒。
车窗外，凉风习习；路灯下，一片金黄。我打了一个饱嗝，心底
里升腾起的温暖惬意无以形容。而这一切，都发端于上述文字
里提到的“大哥”，和他亲自下厨做的两碗菜盖面。

他叫冯云鹏，是我们的校长。
那段时间，我的工作陷入多重忙乱，一时间不知所措，压力

很大。当天21:26给他发了微信求助，不一会儿收到回复，说他
正在办公室跟客人说话，让我等一下。

22:26，他打来电话，让我过去。我到后，他说：“一起走走
吧。”我们就在校园里转了转，最后在花园的石亭内坐了下来。

说话间我才知道，他当天只吃了早饭。我略感歉意地说：
“您要按时吃饭。要不现在去吃点儿东西？”

他笑笑：“太忙了。这样，你跟我一起到我家里，我给咱俩
做点吃的。”

我不好意思打扰，说太晚了吧。
他就讲道：“如果你不去，我也就不吃了。”
话到此处，已无法拒绝。我们就去了他的住处。他在冰箱

里找了一些菜，开始洗洗切切，我在一旁打个下手。你一句，我
一句，随意聊着。

这样的场景一下子将我拉到了许多年前的某个黄昏：放学
回家，厨房里，妈妈在擀面，爸爸在生火，我蹲到爸爸旁边，也不
说话，只是看着炉膛中的火苗，心里暖洋洋的。

当一切回归生活，压力也就不再是压力。有时候你不得不
感叹，生活本身就是一剂良药。

饭菜很快就好了，他特意给我多分了点。在这样一个夜
晚，两个人吃面，聊天，闲话家常。

其实，这样的边吃边聊我已记不清是第几次了。四年中，
他搬过几次家，但不管搬到哪儿，隔三岔五邀我们吃饭，已经是
不变的旋律。这是他的一种工作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
式。有时候你不免心生疑惑：眼前的到底是校长，还是大厨？

其实都是。人是多面体，你要能够翻转到他最美丽的一
面。而他，最美丽的还不只一面。想到他，会有很多称谓浮现
在脑海里：冯校长，冯老师，Big Tree，冯大哥，冯 sir……每一种
称谓都是一幅关于他的素描，也都有太多关于他的记忆。

2015年，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后统称新高）筹建，我作为
应聘者，第一次见到了他。

只记得第一次握手，沉稳有力，这种力的传导瞬间拉近了
我们的距离；只记得他穿着西装，儒雅精干，英气逼人。

这种特别的感觉瞬间颠覆了我对校长的一般认知。人在
中年，但毫无油腻；说话不绕弯，但听着入心。

后来我终于成为新高的一员。在决定录用我们以后，他与
每一个老师都有一次握手寒暄、单独对话。他的脸上洋溢着无
比的乐观自信：来吧，一起创业，共圆梦想！

学校正式招生前，我们开过三次会：两次全体教职工会，
一次小范围的招生宣传会。此时，“家人”的称谓已为大家
所熟悉——这是他的理念，是属于新高的“家”文化。

第一次校本培训，他关于学校的顶层设计清晰地展现在我
们眼前：长远规划，三年目标，教育教学基本架构等设计，方向
明确，内容充实，保障有力。专家现场报告，分管校长宣讲部署
新学期工作，各个学科分组交流，集中意见大会分享。这是我
未经历过的，是一种很新鲜的形式，凝聚着人心，传递着思路，
明确着要求。一切，都预示着一个美好的开局。

我们的工作就这样起步了。在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的
校园里，我们日出而作，月高而息，一次次集体备课，一次次精
心上课，一次次互帮互学，一次次合作进取，一次次细心批阅作
业，一次次耐心指点迷津……没有人叫苦叫累，仿佛有使不完
的劲儿。

一个好校长，会给予你足够的尊重，让你在价值感的驱动
下贡献智慧；会给予你充分的赏识，让你在被欣赏的幸福中自

信成长；会给予你及时的引导，让你在进或退的较量中守正
出新；会给予你适时的激励，让你在正能量的传递中轻装上
阵。当你疲惫时，他给你力量；当你迷茫时，他给你方向；当
你徘徊时，他给你鞭策；当你进步时，他为你鼓掌。

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样的好学校，能催人奋
进，赋予人精神力量，从而形成“不用扬鞭自奋蹄”的良好氛
围。我们是一所年轻的学校，没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
但我们却可以自由大胆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涵养出属于新高品
牌的校园文化。

四年来，属于新高品牌的校园文化标识日益鲜亮。我们的
校园文化，是充满爱意、亲如一家的文化，是独树一帜、引领风
尚的文化，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文化，是追求唯美、教人求
真的文化，是注重团队、讲求整体的文化，是注重实效、追求高
效的文化，是不推诿、不抱怨的文化。

这样的校园文化，源于每一个人的工作日常，也得到了大
家的深深认同，给了我们无穷的精神力量和科学的路径选择，
让我们心生疑虑时没有否定自己，路遇挑战时没有忘却初心；
让我们直面挫折而满怀憧憬，不求索取而倾情付出；让我们讲
方法而不蛮干盲干，走捷径而不投机取巧；让我们人尽其才，才
尽其用，各安其道，各守其分。

攻坚克难，不仅需要一腔热诚，也需要正确方法。十多所
学校的任职经历，使得他就像一个常胜将军，既深谙其道，又运
筹帷幄。在他的引领下，学校沿着“办起来、稳起来、好起来、强
起来、名起来”的五年规划一步一步奋进。

而他，也一直奔忙。我们的工资有没有着落，我们的其他
待遇有没有到位，我们的教育教学是不是一丝不苟，他都时常
过问。办公室里常有他的嘘寒问暖，教室里常有他的询问观
察，校园里常有他的驻足停留……他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他
是新区两所学校（延安市新区高级中学和延安市新区第一中
学）的领路人。

有时候你会突然接到他的微信，或问你的工作近况，或问
学校某个举措的教师反响，或问你对具体工作的意见建议，或
表达对你某个节假日的祝福。

一个冬日的晚上，11点多了，我刚睡下，手机微信提示音响了，
是他发过来的，问我睡了没有，让到他办公室。我以为有急事，立马
起身穿衣，从宿舍飞奔向他的办公室。看到气喘吁吁的我，他笑着
说，他刚闲下来，想到北京工作的学生寄来的无糖糕点，请我尝尝。
我也笑了，一种莫名的释然，一种不期而遇的温暖。

于是，我们一边分享来自京城的问候，一边喝茶聊天，直到
凌晨 1点多。和他在一起，最难得的是心理不设防，最可贵的
是轻松自然不拘束。

不可否认，在这儿的工作是有压力的，因为学校要生存就
必须争得一定的话语权，而话语权源于你所能提供的教育教学
质量。每一个新高的老师都深知这一点，大家在快节奏、高效
率的氛围中工作，每天都忙忙碌碌，甚至吃饭都要争分夺秒。

但其实最辛苦的人，是他。新区管委会曾给他配过专职
司机，司机有一次跟我聊天说：“我一个 20多岁的小伙儿，是
根本抗不过他的。有一次，他去贵州开会，坐飞机回来到西安
是晚上 10点多，我们没休息就回延安，到学校时已经是第二天
凌晨2点多。然后他回宿舍，我回家。早上6点，他又打电话，
说有公事儿要出去。你都不知道我接到电话的那一刻，有多崩
溃……还有更夸张的，招生期间，我和他曾经在一天之内，走到
4个县的多个初中宣讲，我都快累瘫了，但他永远都精力充沛、
充满热情地接受每个家长、学生的咨询。”

对此，我自己也感受颇深，一天晚上 9点多我跟他通过电
话，他正赶往安塞，去见某初中校长，谈招生的事情，第二天早
上6点多，他又站在了新高的操场上。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他开始，我们就是这样对待热爱
的事业的。所有人的辛苦没有白费，三年下来，新高刷新了延
安高考的历史纪录，给延安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有时候觉得他不用这么辛苦，因为在一般人看来，他已功
成名就：从乡镇到省城，从自己到儿女，从教师到校长，从一个
学校到一个个学校，他实现了人生的一个又一个跨越。当他带
着一身荣誉，只身前往陕北，没有几个人能够理解，他对革命老
区的热爱，对延安新区的期待，对教育事业的执着；没有几个人
看好，在来不及熟悉延安教育生态环境的条件下，他的教育理
想能够顺利实现。然而，三年时间，到一个地方、火一所学校的

“冯氏定律”再次让延安人民眼前一亮。他靠的是什么？是相
信自己，依靠自己，永不言弃，一往无前的精神；是以敬畏之心
对待事业，以不苟之心对待工作，以宽容之心对待同事的精
神。这精神，已成为新高最宝贵的资源。

2018年是新高步入良性发展的转折之年。对他来说，也是
一个转折。人不是机器，而是有生命有感情的血肉之躯。他已
经有8个月不能来学校上班了。其间，只在冬至那天回来过一
次，第二天早上坚持开完全体中层干部会，又匆忙离开他心爱
的学校。

在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时间又打了一个结，我与他相识已
经四年了。四年，对于漫长的人类历史长河来说，不过沧海一
粟，可是对于生命个体来说，贵之又贵，我们都没有多少个四年
可以随意支配。很幸运，这四年里，遇到对的人。

有一种相遇，叫如沐春风；有一种邂逅，叫醍醐灌顶；有一
种执着，叫从不懈怠；有一种情义，叫息息相通。他是冯校长，
是爱教育、懂教育的学者型、专家型领航者；他是冯老师，是儒
雅、坚强、温暖、睿智的谦谦君子；他是Big Tree（这是他的微信
名），让我们在大树底下好乘凉；他是冯大哥，振臂一呼，应者云
集，摇旗一喊，从者如流；他是冯 sir，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
之风，山高水长。

冯唐说：春水初生，春林初盛，春风十里不如你。在我心
里，他就是这样的人。

一直想把这种感觉写出来，却久未动笔。除了忙，讲真，拿
起笔不知从何说起，敲着键盘却一次次把写过的文字自我否
定，每每纠结于怎样表达才最为准确有力。

今天，算是有一个交代吧。愿我粗鄙的文字能够勾勒出一
个立体的关于他的形象。愿他的十里春风你我都懂。

（贾重军）

愿他的十里春风，你我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