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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中学实验学校基本情况

三台中学实验学校是为不断满足百万三
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积极回应广大人民
对优质高中教育的强烈关切，由绵阳宏达、四
川博强、三台中学进行强强联合，共同打造的
高站位思考、高起点谋划、高标准组建、高效率
提升、高密度合作、高质量办学的精品高中。

办学仅四年，学校用最短时间、最高效率，
创造出“四清三北、扬名巴蜀”的县域高中奇
迹，向社会交上了满意的成绩，现已成为三台、
绵阳教育的亮丽名片，成为了深受老百姓信赖
的品质好学校，更成为了广大优秀教师干事创
业、成就梦想的菁菁之地。

根据学校发展需要，现面向全国高薪引进
杰出管理干部、高中五大学科奥赛教练和学科
领军教师。

招聘对象、性质及基本条件

（一）招聘对象
全国各地优秀在职高中教师、优秀师范毕

业生。

（二）招聘性质
本次招聘属于学校自主招募。

（三）基本条件
应聘者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

2.无师德师风失范情况,无违纪、违法记录;

3.持有高级中学相应学科教师资格证；

4.认同台实文化，具有良好团队精神，服从

学校安排;

5.身心健康、乐观向上，充满正能量。

杰出管理干部：在省二级示范高中及以上

或知名民办高中管理岗位上担任过相关领导职

务，年龄40岁以下，特别优秀干部放宽条件，可

直接面谈。

奥赛教练、学科领军人才：大学本科及以

上学历，在本学科有一定影响力，年龄40岁以

下，荣获过国家、省、市政府部门表彰或奖励，特

别优秀者适当放宽条件，可直接面谈。

优秀学科教师（含体育、音乐）：高中在职

优秀教师、优秀师范院校毕业生（教育部直属师

范院校优先，应届毕业生应于2022年7月1日

前取得师范院校全日制本科及以上毕业证

书。）。

正高级教师和特级教师直接面谈。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应聘：

1.曾受过各类刑事处罚的；

2.曾被开除公职的；

3.有违法、违纪行为正在接受审查的；

4.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的。

5.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

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规定，由人民法院通过司法

程序认定的失信被执行人。

招聘名额

不限。

福利待遇

1.待遇从优，可面议,采用多层级薪酬待遇

（其中优秀大学毕业生薪酬待遇预计达到15—

25 万元/年，优秀在职教师预计达到 20—30 万

元/年，管理干部、奥赛教练、正高级教师实行

“一人一案”的现场面谈制），享受全方位人文关

怀、高薪酬福利待遇（含“五险一金”）、系统性学

习提升等。

2.子女就读本校予以学费免费。

3.对引进的高端人才协助解决配偶工作调

动或校内工作安置。

4.对引进的高端人才，提供1—3年的工作

周转房或住房补贴。

报名相关事项

（一）报名时间及方式
1.报名时间：即日开始报名，2022年7月20

日截止。

2.报名方式：请在三台中学实验学校微信

公众号下载《三台中学实验学校2022年人才招

贤纳士登记表》。

（二）报名所需资料
1.扫描件：身份证、学历证书、教师资格证、

职称证、普通话等级证书、县级（大学应届毕业

生可为校级）以上获奖证书或其他能证明自身

能力和业绩的材料的扫描件。

2.照片：准备近期的站姿免冠生活照2张。

3.文件保存：文件名存为统一格式，学科+

姓名+现就职学校名称+学历+职称。

所 有 内 容 打 包 发 送 至 邮 箱 ：

3162584441@qq.com，经学校审核通过后，学校

将电话通知面试及考核。

考核

1.考核流程：资格审查→组织笔试→讲

（说）课→集体面试→校长面试→确定人选→组

织体检→签订合同。

特别优秀者(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市级

以上名师、骨干教师和学科带头人等)经校长面

试合格后，可直接录用。

2.考核时间：以电话通知为准。

3.考核地点：四川绵阳三台中学实验学校。

其他

1.联系邮箱：3162584441@qq.com。

2.联系地址：四川省绵阳市三台县潼川镇

下东街30号。

3. 联 系 电 话 ：学 校 ：0816-5678789,

0816-5555173 ；李老师：13778112310。

诚邀全国各地优秀师范院校毕业生、优秀

名师、教练、杰出管理人才加

盟三台中学实验学校，共同

开创锦绣前程。

三台中学实验学校
2022年4月26日

立足精品教育 缔造育人高地
三台中学实验学校2022年人才招聘公告

一个人沉醉在劳动中的样子，很美。英

国诗人奥登用自己的笔定格了劳动者的眼

神：你只需要看他的双眼：厨师配置酱汁，

外科医生划下细微的切口，职员填写提货

单，他们都有同样入迷的眼神，全身心投入

一件事物。那种目中无他物的神情，是多么

美妙啊！

是的，那种美妙是百分百专注，近乎虔

诚；而那种美，不是肤浅水滑的皮面之美，

而是内在发散出来的明亮光芒。

出身农家的我，见的更多的是犁耕锄

耙、各种劳作的情景。在田里，父亲是干活

儿的主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打些下手。

我和妹妹没有耐力，干一会儿就跑开去玩。

我们一边看父亲举镐用力刨地的样子，一

边蹦蹦跳跳去踩他活动的影子。他由直到

弯、由弯到直的腰骨间，偶尔会发出“咯叭”

一声脆响，我们听得清清楚楚。

隔着 30 年光阴，再去看劳作中的父

亲：他深深弯下腰，将镐头沉闷地吃入土

里；他忽地直起身，镐尖儿扬到半空，几乎

擦着了那轮大如簸箕的彤红夕阳。他轻松

铲一锨泥土，改畦引水，水里流着破碎的弯

月，玉米地刹那享受畅意的吮吸；他一手挥

动镰刀，一手揽起金黄的麦子或谷子，像揽

着金黄的儿女；他肩上驮着山样的麦捆子、

谷秆子，一步步走向地头……

文人说，能将潜能发挥到极致的姿态，

都有美学的价值。是的，我总觉得父亲那弯

向土地的腰身、绷紧的臂膀、脖颈和头上密

密麻麻的汗珠，有一种难以言状的豪迈和

悲壮。

我的母亲，同样是拥有一手“好活儿”

的人。六口之家的一日三餐、打理清洁、四

季衣服、鸡鸭猪狗小毛驴琐琐碎碎，都由母

亲来操持。母亲为我们做衣服，都是随心创

造、自己裁剪。她去集市上扯来花布，整整

齐齐平铺在大方桌上，蹙着眉头思索一会

儿，手里的剪刀毫不迟疑地前行，剪刀那里

“喳喳喳”唱着悦耳的歌。有时，剪刀停下；

母亲喊过我们，乍开手量一量我们肩头、腋

窝的尺寸，去花布上比一比，手里的剪刀又

开始前行。它行一步，退一退，左踟蹰，右停

顿，这儿掏掏，那儿裁裁……一块平板板的

花布，渐渐呈现上衣的粗略模样。我看出了

袖子、前襟、圆圆的领廓。娘还用边角料剪

出两个半圆，做兜兜。这个过程令我们心里

充满了幸福的想象。

母亲做活儿时的神态，那么沉静。她抿

着嘴唇，时而蹙眉，时而眉头又舒展了。她

的心完全被手里的活吸引进去，似乎寄存

在对新衣的想象之中。那样一种沉浸，像生

命中一泓深沉澄净的湖。

在亲戚里面，我的四姑父是个匠人。我

们家但凡有个木工活儿比如安窗上门、做

个箱柜、排子车啥的，四姑父就拉着他的工

具来了。我常常见他骑在板凳上，俯身在木

板上推刨子，嚓嚓嚓，一卷卷刨花从刨子下

吐出来，柔滑、纤薄，像雪一样覆盖了地面。

他的工作很有趣：拿墨线盒在木板上

弹出一条笔直的墨线；乜起一只眼，像打枪

时瞄准儿。他无言、沉默，脸上满是凝重，似

乎全部的生命热情都凝聚在了一双手上。

他思考、创造、组合，抵达了一个匠人的自

由之境。

我也见过劳动中的优美姿态。那时，年

轻的小姨梳着两条垂到腰间的麻花辫，一

扭身，辫子就飘一下。小姨挑着扁担行走山

路，竟然轻盈如水上漂。她一手抚担，一手

甩动，一溜小碎步急促走着，肩上的扁担颤

悠得像灵动的琴弦。扁担两头的挂钩和桶

系儿在颤动中，发出“吱咛吱咛”的轻吟，像

是在赞美：“呀，你真是个，呀，勤快的人！”

劳动，创造物质财富；劳动，也创造美；

劳动者本身，更是一种美。这种美，朴素、深

刻，直抵生命的本质。它是一面旗帜，呼啦

啦招展于时光的风里，昭示着人之为人的

尊严和光荣。

记得有一次我带已上初中的儿子到城

郊走亲戚，路过一片麦地时，我问儿子地里

的禾苗叫什么名字，他说叫“韭菜”。我啼笑

皆非，自责没带孩子到农村上劳动实践课。

想到这事儿，我不禁回忆起当年上学时

的劳动课，至今记忆犹新，影响我一生。在劳

动实践中，我感悟到生命在四季中轮回，万

物有更替，人生亦有四季。

我是上个世纪70年代读的小学，学校是

一所乡村小学。学校各班每周都有一下午劳

动课，老师带领我们整治和美化校园环境，

砌花台、铺石子路、铲操场的杂草、打扫清洁

卫生等。

学校操场旁边还有一大片空地，是我们

劳动实践的乐园。到了农作物该种植的季

节，我们就去校园地挖地、播种、除草、施肥、

浇水；到了该收获的季节，我们就去收割、打

麦、扳玉米、扯秸秆等等。

劳动课是根据不同年级不同年龄阶段

来安排不同的劳动任务。挖地、浇水、施肥等

重活由高年级做，拔杂草、扳玉米、栽菜等轻

活由低年级做。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在那个物质匮

乏的年代，农作物需要的肥料基本上是农家

畜粪。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养一二头牛，主

要是用来耕田犁地，同时，牛粪还可做肥料。

给校园地农作物施肥时，老师要求我们每人

上交一撮箕牛粪。放学后，我和小伙伴们提上

撮箕到山上捡牛粪。在路上，我们看到捡牛粪

的庄稼人身影，要完成牛粪任务也不是那么

容易的事。实在捡不到，我和小伙伴们就在有

牛的地方玩抓石子游戏，等待牛拉粪。有时，

我捡不到牛粪，就悄悄地从自家牛圈里铲一

撮箕牛粪完成任务，免受老师的处罚。

那时，为了抢抓季节时令、不误农时，我

们常常停课到附近的生产队，帮助突击需要

人力多的农活。入秋前后，老师会组织我们

去帮助生产队摘棉花。“在棉花种植的前期，

要浇水、除草、治虫；在棉花长花蕾期间，为

了促进棉花植株的生长，以及促进花蕾的生

长整齐度，对根和叶面一同施肥；在棉花吐

絮期，要整枝打杈、除草以及叶面追肥和浇

水等。棉花是各类纺织品的原料，还可做纸

币等。棉花种子可以用来制作棉籽油供人食

用。”同学们围坐成一个圈，一边剥棉花壳，

一边听老师讲棉花种植及用途等知识。记得

《我的祖国》这首歌，就是我们在田里采摘棉

花时老师教唱的。在田野里，边学习、边劳

动、边唱歌，如此快乐的童年生活，仅属于那

个年代的乡村孩子。

有时，学校还会给我们布置劳动课“家

庭作业”，让我们走出课堂，去田里体会什

么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老师要求

我们在收小麦的季节，到麦田里拾散落在田

里的麦穗；冬天，到田野里用竹竿打油桐树

上没打完的“吊干桐”等等。拾的麦穗和桐籽

上交到学校，收入的钱用于购买美化校园环

境的物品，或买一些钢笔、笔记本等学习用

品来奖励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这些“家庭

作业”教育引导我们不能浪费粮食，做到颗

粒归仓。

除了在学校上劳动课外，学校每学期还

要放农忙假，让学生在农忙季节帮助家人干

农活，参加劳动实践。春学期农忙假一般是

在五一节前，农村正收割小麦、插秧，是农民

播种希望的关键季节；秋学期农忙假一般是

在国庆节期间，稻谷已成熟，正是收割稻谷、

谷粒归仓的最佳时间，在一些低山区开始种

小麦和油菜了。

那时，老师常给我们讲“自己动手，丰衣

足食”，我一直铭记在心。而今，回想自己走

过的人生历程，深深感受到，只有通过劳动

才能让生活更美好。

劳动是人的必修课，人人都是劳动者，

人人都应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者、尊重劳动

成果。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就是个整天围着锅碗

瓢盆打转的家庭妇女，她的世界只有孩子和家。

父亲是个粗枝大叶的男人，不懂得细致入微地

关心人。所以在我看来，母亲仿佛是天经地义为

家人付出的人，从来没想过谁会给她更多的爱。

直到那次外祖母来我家。有一天母亲在前

面走，外祖母跟在她后面。路面不平，母亲走路

没看脚下，一不小心险些摔倒。跟在她后面的外

祖母惊呼起来：“哎呀，我的宝！”“我的宝”？我听

到这样的称呼感觉有点尴尬，又有点感动。尴尬

是因为从来没人叫过母亲“我的宝”，感动是因

为我恍然明白，母亲也曾是被外祖母捧在手心

里的宝。我不觉偷偷笑起来，仿佛窥探到一个不

为人知的秘密——一个温馨的秘密。

外祖母跟我讲过很多母亲小时候的事。母

亲上学时学习特别好，年纪很小就考到了县城

的中学，每周回家一次。有一次，外祖母特别想

念母亲，可她又不会骑自行车。思女心切之下，

外祖母便装了一兜母亲爱吃的花生、红薯干之

类的，步行去县城的学校给母亲送去。县城离家

有30多里路，外祖母那时候年轻，走路如风，一

天就打了个来回。母亲提到这件事，总是笑笑

说：“我妈把我当宝贝呢！”她的脸上带着幸福而

羞涩的表情，想起自己当年被宠爱的时光，母亲

是欢欣的。

外祖母还讲到，母亲小时候特别爱吃铁勺

煎鸡蛋。母亲周末回家后，外祖母便打发舅舅去

干活，家里只剩下母女俩。外祖母把对女儿的宠

爱发挥到淋漓尽致，她偷偷给母亲用铁勺煎鸡

蛋。母亲吃了一个还想吃，她便煎第二个。外祖

母还要趁着舅舅没回家之前打开窗户，让煎鸡

蛋的味儿散尽，要不然舅舅会闹的。外祖母没有

一点重男轻女的思想，反而专宠她的小女儿。

这些事都是外祖母讲给我听的。如果不是

亲耳听到，我真想象不出母亲小时候是那么受

宠。后来母亲结婚了，有了我们姐妹几个，她所

有的精力都用来操持自己的小家。外祖母偶尔

来我家，每次上饭桌前都要点煎鸡蛋和炖鱼两

道菜。原来我还以为是她爱吃这两道菜呢，后来

才知道，她是为她的宝贝女儿点的。

从我有印象起，母亲就每天忙忙碌碌，像陀

螺一样忙个不停，好像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疲倦。

母亲从被宠爱的宝，变成了宠爱孩子的妈，细想

一下，这样的变化过程令人心酸。当年那个围在

慈母身边撒娇的女孩，有一天升级为妈妈后，她

便抖落掉一身的娇气，摒弃了自己那点小任性，

变成一个细致万分、体贴入微的母亲。她理应获

得的宠爱，也渐渐被忽略了。

几年前，我的外祖母去世，母亲哭得撕心裂

肺。看到母亲飞溅的泪水，我心如刀绞。我知道，

对母亲来说，那个把她当成手心里的宝的人永

远去了，她该有多伤心啊。

如今，我也已经人到中年。我想，在孩子的

心目中，我一定也是个慈爱而琐碎的母亲形象。

孩子不知道，我也是母亲捧在手心里的宝。从前

是，现在也是。如今母亲见我辛苦，还经常给我

开个小灶呢。只要有母亲在，女儿不管多大都是

母亲手心里的宝。

我现在既享受着被母亲捧在手心里的幸

福，也享受着把孩子捧在手心里的幸福。同时，

母亲享受着我回报的爱，我享受着孩子回报的

爱。这难道不是世上最幸福的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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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也曾是
被捧在手心里的宝

■ 马亚伟

采茶 周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