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陈洪晨/文 杨 辉/摄
74岁的叶良峰，人生是坎坷而丰富

的。做农民，他是行家里手；当义务
兵，他练就一身本领；上了大学，他
掌握真才实学；当老师，他成为教坛
名匠；担任校长，他勇于改革创新

……无论境遇好坏，每段旅途他
都全力以赴。

贫苦童年

1947 年 5 月，叶良峰出生于
天台大雷山脚下的山沟里，

“去最近的集市，要翻
两座大山，走 30 多

里山路”。
“ 山 区 四 件

宝，乌糯当早稻，
柴株当棉袄，蜡
烛放横倒，野菜
草青吃到老。”
当地流传的这
首童谣，是叶
良 峰 童 年 生
活的真实写
照。

他 的 父
母以务农为
生，共生育 8
个子女。“小
时 候 ，家 里
穷得揭不开

锅，经常有上顿没下顿；我记忆里没穿过新棉袄，都是旧
衣改小，补丁上再打补丁。后来，大哥和大弟不得不送给
别人做继儿，小妹感冒发热，因为没钱买药三岁就夭折
了……”

最为苦涩的，是求学的经历。
因为家庭贫困，又因为患了麻疹反复发作，直到 9

周岁叶良峰才入学。
上学的机会来之不易，他格外刻苦。家里兄弟姐妹

多，读书写字的空间也腾不出，他每晚到同学家自习两
三个小时；没钱买煤油，他周末和同学一起上山砍柴，把
松树枝带回家切成小块，放在瓦片里燃烧照明……

就是这样的学习条件，叶良峰“绝大部分功课都是
第一名”。小学毕业，他成为全班唯一考上区级中学——
街头中学的人。

初中读了半年，叶良峰的父亲病逝，本就贫穷的家庭，
生活更加难以为继，叶良峰不得不回家参加劳动。班主任
和学生代表多次来家里劝说，家人才同意他继续学业。

失学三个月后，叶良峰挑着扁担，一头是棉被，一头
是抵作一学期学费的100公斤木柴，返校读书。

生活依旧困苦。学校组织体育锻炼，他舍不得穿母
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布鞋，忍着痛赤脚在石子沙路上跑；
每到周末，他上山采草药、摘果子、砍木柴、运树根，想尽
一切办法挣学费和生活费。

也许归功于长期的体力劳动，叶良峰练出了一副
好体魄，在校体育成绩突出，掷手榴弹（500克）和跳高
（跨越式）两个项目还打破了天台县少年组的纪录。因
为品学兼优，他连续两届被推选为校学生会主席，直到
初中毕业。

军旅生涯

1965年8月底，叶良峰经推荐前往下寮小学当民办
教师，教语文和算术。几个月后，一个改变他命运的机会
来了——应征义务兵。

“我四五岁时，曾有解放军进驻村里。他们头戴帽
徽，身穿军装，个个威武强壮。我的大哥也是军人，参加
过抗美援朝。所以我从小就敬佩解放军战士。”叶良峰积
极报名，通过了体检。

1966年1月，叶良峰和400多名同批入伍的新兵登
上大陈岛。参加新兵训练后，他被分配到特务连警卫一
排二班，主要负责站岗放哨、保卫弹药库，并为司令部各
部门外出执行任务服务。

不久，叶良峰被选送前往团部参加春季班军事训练，训
练包括列队、瞄靶、实弹射击、格斗、刺杀五个项目。“格斗是
徒手拿木制短刀训练，与摔跤相结合；刺杀的枪也是木制

的，枪头套上橡皮，刷上白色石灰，在
对战中按身上的石
灰点数判断输赢。”

经过一个月的
集训，五个科目叶
良峰均取得优秀，
在实践比赛中，格
斗和刺杀还战胜
了多名老兵。在

训练总

结会上，他受到上级表扬并做了专题发言。
回到连队，他被调往警卫一班，负责保卫团首长和

家属居住的司令部。因为工作认真负责，他多次被评为
“五好战士”。1967年底，叶良峰被任命为警卫二班班
长，后来成为代理排长，直至1970年1月退伍。

原本，连队早就将叶良峰纳入入党和提干的考察之
列。无奈，命运和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团部干事到叶良峰老家调查时，村干部反映他大哥
曾当过土匪。“我大哥是参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怎
么会是土匪呢？”叶良峰百思不得其解，“我舍不得就这
样离开部队。可这些事，让我解释我也说不清楚，那段时
间，只知道天天哭。”

这个谜团，直到七年后才解开。
1977年，叶良峰到龙溪公社查清了事情的原委——

大哥名叫叶绍正，与土匪叶兆进在方言里读音相近。因村
干部张冠李戴，叶良峰错失了在部队入党和提干的机会。

投身教育

叶良峰退伍回乡后，来到天柱公社中心校，再次成
为民办教师，教政治课和体育课。1970年 10月，他被推
荐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成为首届工农兵大学生。

对于从小喜欢学习却连初中都勉强读完、无力继续
升学的叶良峰来说，上大学原本是做梦也不敢想的。

入学后，他心无杂念，埋头学习，光是课堂笔记就
记了几大本，其中一本至今保存完好。从《全唐诗》到

《红楼梦》《水浒传》，从巴尔扎克、列夫·托尔斯泰到高
尔基，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见证了这个青年三
年的刻苦与勤勉。

1973年3月，叶良峰在杭州市人民大会堂参加了首届工
农兵学员毕业典礼大会。4月，他回到老家，成为天柱公社
中心校初中部的一名正式教师，从此投身教育事业。

1977年，中考、高考制度恢复，叶良峰陪伴学生们
亲历了紧张的备考时光。“成绩好的同学帮助成绩差的
同学，同时带动中间的学生更加努力；通过测验和月考，
老师帮助同学发现问题、查漏补缺……”

1977年统考，该校有 12人升上高中。此后两年，该
校升入高中的考生人数也在天台县同类初中里名列前
茅。因为教学成绩突出，1979年，叶良峰终于圆了入党
梦，弥补了在部队时最大的遗憾。

1982年8月，他担任天柱中心校校长。两年后，他被
调往街头中学，担任教务处主任，一年后成为副校长。

叶良峰到任时，发现街头中学升学率偏低，社会评价
不高。他向校长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在学校重点抓学生时
间管理、文理科竞赛和师资队伍建设。一年后，街头中学初
中部上中专的人数翻了一倍，此后两年升学率持续上升。

1987 年至 1990 年，街头中学曾被短暂地改为职
业高中，叶良峰面临了新的挑战。“当时全县各地都
没有办职高的经验，我们只好‘摸石子过溪滩’，走
一步算一步。”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该校办起了家电缝纫班和食
用菌班，以理论知识和操作实践相结合教学。缝纫专业
的首届毕业生 28人全部被企业录用；家电维修专业毕
业生或被节能厂录用，或自己开店经营；食用菌班的毕
业生多数成为种植专业户，其中一位同学被天台县农经
委聘为技术员，成为“星火”计划的领头人。

叶良峰将三年来大刀阔斧改革、兴办职业教育的经
验，总结为《科教富厂，生财兴学》一文，后来被光明日报
出版社编入《改革与探索》一书出版。

1990年 8月，叶良峰被任命为街头中学校长，12月
开始又担任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该校教学质量
稳步前进，升学率和竞赛获奖方面均有突破。

1995年 8月，扎根乡村教育 22年的叶良峰接到调
令，前往县城的育英中学任政教处主任，后被选举为该
校工会主席，一直工作至2007年退休。

难忘大陈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叶良峰负责初中政治课的教学。
即便当了校长，行政工作繁忙，他也坚持为学生上
课。他几乎和每届学生都会谈起在大陈岛部队里的
所学所获。

其一是桩趣谈。有一次，南京军区副司令
员和台州军分区司令员来大陈岛视察，团
政委交待警卫员：“买两斤猪肝给炊事
班，加菜招待。”这名警卫员听不懂普
通话，买了两根竹竿，闹了笑话。

事后，政委给战士们讲了一
个战争年代的真人真事。有一
天，首长传达命令：明天凌晨 5
时，到 203高地待命反冲击。团
部警卫战士粗心大意，把“待
命”二字传达漏了。于是，部
队一到目的地马上反冲击，
提前冲上山头消灭了敌
人。战斗取得了胜利，没有
造成重大损失，部队给这名
警卫战士记大功一次，也记大

过一次。
叶良峰通过这两个故事，告诫学生们学好普通话的

重要性，以及听话做事都要认真仔细、切忌毛躁的道理。
其二则是警示。叶良峰在大陈岛当警卫员时，曾押

送过一名犯错的战士。这名士兵立功心切，谎称岛上有
特务，浪费了全连官兵大量人力物力勘察和搜索。

通过这件事，叶良峰教育学生们不能弄虚作假，“人
品是一个人最高的学位”。

“这些真人真事，学生们很喜欢听，听完了还能得到
启发。”除了讲故事，叶良峰坚信，身教的力量高于言传。

无论从事教学工作，还是管理工作，他总是以身作
则，勤恳务实的作风，不仅影响了一批批师生，他的一儿
一女更是获益匪浅。

叶良峰的儿子 1995年参加高考，被浙江工业大学
机电一体化专业录取，2014年入职华为有限公司（杭州
研究所），成为安全能力中心的技术骨干；女儿 1996年
中专毕业后回天台工作，先后任雷峰乡副乡长、福溪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等。

从事教育工作多年，他认为，“人可以没有学位，
但不能没有学问，更不能没有人品”。他希望更多的
孩子能健康成长，成为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做好
事和实事的人。

叶良峰：部队排头兵 教坛常青树

本报记者陈洪晨

在大陈岛上勇救落海者，是叶良峰四年军旅生涯
中难忘的记忆之一。

1967年12月初的一天，叶良峰跟着政委到下大陈
营部蹲点调研。

大陈岛军民鱼水情深，不少本地青年敬佩解放军
战士，每到征兵季便积极应征入伍。“那天是我上岛后，
第二次看到大陈的适龄青年来到卫生队，参加应征入
伍的体检。”

下午 4 点左右，因为退潮，快艇无法靠岸。下大
陈参加体检的青年从快艇下到小木船上、前往码头
的途中，一个大浪把小木船打翻，船上七八人全部
落入海里。

当时，叶良峰正在营部休息，隐约听到了大陈岛居
民呼喊的救命声，又听到了海军快艇的汽笛声。不一会
儿，营部的广播里播报了这一险情。

他很快明白了怎么回事，立即夺门而出，冲向
海滨码头。“我想也没想，甚至没来得及向政委报告
和请假。”

到了码头，他脱下棉衣棉裤，纵身跳入海里，拼命
游向落水的青年。

“我在天台老家就学会了游泳。到了大陈岛，每年
七八月份，部队会组织几次集训。我们从下大陈游到上
大陈，上岸休息片刻，冲掉身上结的海盐，又游回下大
陈。”接受过这样高强度的训练，叶良峰对自己的游泳
技能颇有信心。

但12月份的海水冰冷刺骨，船打翻后风浪仍未平
静，这些因素都为救援增加了难度。

大约过了 20分钟，叶良峰先后救起两名青年，把
他们送上快艇，再返回去救其他落水青年时，感到体力
不支。身上的衣物夹棉，灌了海水以后变得沉甸甸的，
拖着他不断往下沉。他渐渐失去了意识。

危急时刻，海军战士前来救援，用钩子将叶良
峰从海水中捞起，扶上快艇。剩余的落水青年也全
部获救。

叶良峰被送往团部卫生队，住院一星期后才完全
康复。

因为英勇救人的义举，团党委为叶良峰记三等功
一次，并号召全团向他学习。后来，他救人的事迹还被

《解放军报》、南京军区的《人民前线》、《浙江日报》等媒
体报道。

宣传干事曾问叶良峰，当时下海救人有什么想法。
他回答：“没有什么想法，救人是本能，也是本分。”

时隔半个世纪，记者再次问他：“后怕吗，有没有想
过当时可能会失去生命？”

他毫不犹豫地回答：“不怕。既然当了解放军，哪里
群众有困难，我们就应该往哪里跑。再给我一次机会，
还是会下去救人。”

这不是一句虚言。类似的事，他回乡工作后又经历
了两次。

1976 年，一名五六岁的孩童在学校附近的池
塘落水。叶良峰经过，听到呼救声立即下水，成功
救起孩子。“孩子的父母很感激我，特地来我家拜
访。这孩子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如果那时候没了，
多可惜啊。”

同年，一名教师在河岸边洗衣服，不慎失足落水。
叶良峰听到人们呼救后赶去救人。遗憾的是，由于溺水
时间较长，这名落水者捞上来后没能救活。

被媒体和军民称颂的英雄事迹，在叶良峰看来，不
过是一件普通的小事。“我从没觉得自己是英雄。我想，
换作别人，他们也会这样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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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期·
人物名片

叶
良 峰 ，
男，中共
党 员 ，
1947 年 5
月 出 生 于 天
台县天柱乡（现天
台县龙溪乡）。1965 年
底应征入伍，1966年1月来到大
陈岛，参加新兵训练后被分配到
特务连警卫一排二班，1967年12
月担任二班班长，直至 1970 年 1
月退伍。在部队服役期间，他荣立
三等功一次，获评“五好战士”多
次。1970 年 10 月，他进入杭州大
学中文系，成为首届工农兵大学
生。1973年回到天台，投身教育事
业三十余载，直至2007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