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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任祖镛：

1984 年成为江苏省兴化县（市）
政协委员至今，江苏省兴化中学特级
教师，江苏省首批名教师，中国敬业
奉献好人，两次创吉尼斯连续执教时
间最长（55 年、58 年）语言类老师世
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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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来，一辆“二八杠”的金狮牌自行
车都会穿行在江苏兴化街头，风雨无阻，准
点来到兴化中学。如果有一天没到学校，基
本会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兴化市政协。

骑车人名叫任祖镛，兴化中学教师，活
跃在语文教研一线62年；活跃在政协工作
一线41年。一直到 80岁，家里人不让骑
了，他将自行车锁在家门口，改坐公交车出
行。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继续活跃……

■ 三尺讲台60年

1959年，任祖镛从兴化中学毕业。由
于时代因素，他中学毕业就走上中学讲坛。

任祖镛至今记得1959年 8月去学校
报到的情景。当时他各门功课都很好，最希
望教的是数学，最怕教的是语文。“教数学，
上课有模式可循，比较有把握。语文内容变
动大，真不知怎么上才好。”任祖镛回忆说。

“学校语文老师最缺，要把你作为语文
教师培养。”学校领导一句话，任祖镛站上
了中学语文课的讲台，一站就是60年。

当时，语文课究竟是思想教育为主还
是基础知识教学为主，正在争论。

任祖镛经过一年多摸索，总结出“一根
红线贯串，字词句章相连”的教学模式，即
在课文的字、词、句、章的教学过程中让学
生把握文章的中心思想，使基础知识与思
想教育内容都落到实处。当时扬州市
（1996年行政区划调整前，兴化隶属于扬
州，后隶属于泰州）有关领导和教师进修学
院的老师来听课，对这一教法给予较高评
价。任祖镛开始公开教学，所教班级语文均
分在全县统考中也名列前茅。

1962年，工作仅3年的任祖镛出席县
教师代表会，在大会介绍教学经验。

任祖镛注意到，写作是学生语文综合
水平的展现，也是伴随一生的技能。为了能
大面积提高学生写作水平，任祖镛从上世
纪70年代末开始专题研究作文教学。

当时作文教学分为四步：命题、指导、
批改、讲评。任祖镛认为，要使学生能“晓其
故”，必注重讲评环节，做到评改结合、读写
结合，提高学生自己改文章的能力。

经过几年探索，任祖镛形成了“少改多
评、评练结合”的作文训练模式，开始编印
作文训练材料。他把高考满分、高分作文和
本班学生的优秀作文编印成册，详细讲评。
本世纪以来，任祖镛加大学生阅读习惯培养
的力度，总结出“三积累一增长”教学法：积
累知识、语言和生活素材，增长见识，每年都
编印一本学生优秀作文选，让学生在交流中
提高认知能力与写作水平。

“自己的作文能编印成册在同学中是
一件非常有面子的事情。于是大家都很认
真地听、练。任老师接手后，我们班语文成
绩上升很快。现在外地的同学回来，第一句
话都是：‘任老师怎么样了？’”兴化市政协
委员张小荣说。

学生的进步和期待，让任祖镛干劲十
足。“学生的佳作，他一个字一个字校对。
80多岁的人，电脑用得比一些中年人都
溜。在他的带领下，兴化中学持续20年在
江苏全省作文大赛中获特等奖或一等奖。”
兴化中学语文教研组组长徐地仁最佩服
的，就是任祖镛的“坚持”。

在一些地方，教师出了名或者评上特
级教师，跳槽的跳槽，转岗的转岗。一直坚
持在县中讲坛一线的真是凤毛麟角。

任祖镛也有过走的机会。
“我想，兴化是个小城市，教师工作平

凡。但可以通过辛勤劳动，为家乡多培养人
才，让自己的爱心、学识和人格魅力留在学
生心中，并跟随他们到天南海北。”这期间，
兴化市有关领导四次希望任祖镛担任行政
工作：学校教导主任、政协副秘书长、市旅
游办主任……每个职位，都改变不了他坚
守教学一线的决心。

快退休前，上海、南京、泰州等地中学
纷纷登门。年薪12万，食宿全包，担任主管
语文的副校长……优厚待遇，摆在任祖镛
面前。在南京工作的子女也希望他去团聚。他
依然选择在兴化中学返聘。

“返聘期间，他的工作是实打实地负责毕
业班的语文课，并负责名校自主招生的辅导
和培优，腊月二十三，年逾古稀的他，还送学
生到零下10摄氏度的北京参加北大、清华的
面试。”兴化中学语文教师刘永福说。

从教60年，任祖镛桃李满天下，申报
吉尼斯世界纪录也是学生帮他提出申请。
在兴化，祖孙三代同为任祖镛学生的并不
鲜见。兴化市政协委员许珺说许珺说，，““我婆婆是我婆婆是
任老师的学生任老师的学生，，我是任老师的学生我是任老师的学生，，我儿子我儿子
当年语文成绩不好当年语文成绩不好，，我们就把他带去任老我们就把他带去任老
师家请教。”

“一进任老师家，我儿子就被四面墙的
书橱给镇住了。任老师家是兴化市十大藏
书家庭，藏书上万册。后来，他从阅读开始
给我儿子讲如何学语文。不仅讲阅读、写
作，还特别强调书写习惯。我儿子现在语文
成绩不错，与那次登门拜访密不可分。我至
今保持文字阅读，在工作中有一定文字功
底，靠的就是任老师当年的教诲。”许珺说。

■ 爱学生爱家乡

许珺带儿子到任祖镛家拜访，还有一层
原因：老师是朋友，儿子太调皮。在许珺印象
中，任老师儒雅、谦和，说话轻声轻语，对每
名学生都有耐心。与学生像朋友一样相处，
经常交流思想，而学生却对他有些敬畏。

任祖镛并非不批评学生，而是自有办法。
“老师，他骂人。”一名学生向任祖镛告状。
“他骂你什么？”任祖镛问学生。
“他说我尸从。”
“你把‘尸从’字写出来。如果不会写，你要在

全班作检讨。”任祖镛对骂人者说。
若干年后，在一次评选中，那位曾在全班

作检讨的同学为任祖镛拜票：“请大家一定
支持我的老师，他把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事
业，他值得这一票。”

1987届高三文科班上，有8名同学在
高二时曾受到学校通报批评，被同学们戏
称为“八大金刚”。任祖镛接手后和学生及
家长逐一交流，耐心说服，同时严格要求。
最终8名同学有7名考取大学。

任祖镛爱学生，学生也爱他，甚至还模
仿他的生活习惯。任祖镛有夜晚读书写作
的习惯，每晚到12点才就寝。2006年任祖
镛教高三（16）班，他家对面住着高三（16）
班的江森同学。江森看任祖镛每天12点关
灯，他也12点关灯。

有一次任祖镛编书，催稿急，到夜里两
点半才睡，江森也到两点半。第二天任祖镛
到班上早读课，江森却迟到了。“睡得太迟，
早上爬不起来。”任祖镛对他说：“老师多年
熬夜成习惯，你在长身体不能蛮干。”

不仅爱学生，任祖镛更爱师生共同生活
的这片土地。“不爱家乡的人，怎么可能爱
国？”任祖镛把这种爱通过课堂传递给学生。

兴化人才辈出。很多在《辞海》上有条
目的人物，青少年却很少了解。任祖镛认
为，把乡土文化引入语文课堂十分必要，必
须投入研究。

但中学老师承担大量教学任务，科研
条件也受限。

“任老师是扬州学派早期代表人物任
大椿的后代。他的研究获得认可后，很多名
人后代主动向他提供名人资料。”兴化中学
教师刘永福告诉我们。

为了掌握资料，除了向图书馆借，任祖
镛节衣缩食从常用辞书买起。上世纪80年
代，他的月工资仅有50多元，每月买书都
要花去几十元。有些书本地没有，他就向外
地邮购，或请在外读大学的学生代购。

上世纪80年代初，任祖镛准备研究郑
板桥，但《郑板桥集》兴化、扬州、南京都买不
到，后来还是在成都读研究生的学生金航从
成都古籍书店买到寄给他。买不到的就请人
复印及抄录。明代文学家宗臣的诗文集长期
没出版，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黄岩柏替任

祖镛从学校《四库全书》影印本中复印了寄
来；有些善本书不出版又不让复印，只好抄
录，任祖镛的女儿读研时也替他抄过不少。

通过深入研究，任祖镛的《郑板桥世俗社
会生活态度初探》《论郑板桥诗文的人民性》
等多篇论文发表。他撰稿后出版的《板桥对
联》，是国内外第一本搜集、研究郑板桥对联
的专著。他撰写的李清是清代长篇小说《梼杌
闲评》作者的论文，率先提出新看法、新论据。

“任老师的语文课就是国学宣讲课。有时
一堂课他都不打开课本，将历史文化的很多
东西融在课文讲授中。下课后再打开课本，发
现知识点都讲到了。”张小荣说。

■ 亲历政协变迁

任祖镛的“协龄”有多长？这要看怎么算。
1984 年，任祖镛成为第五届兴化县

（1987 年兴化撤县建市）政协委员。早在
1980年初，他就参加第四届兴化县政协的工
作了，是帮助文史委员会编写文史资料。

“每到春节，委员们会主动到政协来拜
年。不仅有任祖镛，还有蔡培、丁采之等老先
生。”兴化市政协原秘书长鲍友喜说。

“蔡培、丁采之是我的老师。蔡培教物理，
丁采之教数学。在政协的舞台上，他们积极发
言，言之有物，也深深影响了我。这是一种传
承。每到春节，我都是先去蔡培、丁采之家拜
年，然后和他们一起去政协拜年。”任祖镛说。

1984年春，兴化县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开
幕。任祖镛的第一件提案是《开发兴化旅游资
源，为振兴经济服务》。提交后，被大会作为优
秀提案印发。

这件提案有些渊源。1983年，任祖镛乘
小船和外宾一路畅谈施耐庵。小船进入垛田
八卦阵后，看着千垛盛开的菜花，外宾感叹，
虽然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却从未看过这么
美丽的菜花。这让任祖镛萌发了兴化应大力
发展旅游业的想法。

事后回顾，这件提案还是粗线条的。之
后，他多次就兴化旅游业发展建言献策，还被
市委聘为发展旅游业领导小组成员。

早年社会上对政协的认知度并不高。任
祖镛刚参加政协工作时，学校个别领导不理
解不支持。为了能让任祖镛参加调研视察，政
协主席还曾亲自到学校给他请假。

上世纪90年代，参政议政列入政协的主
要职能，拓宽了政协工作的渠道和领域，社会
认知度越来越高。兴化中学的领导不仅支持
任祖镛参加政协工作，还主动邀请政协委员
到学校视察、开展活动。也常有人向任祖镛反
映社会热点。他也一直坚持自己的“四个积
极”“四勤”要求：积极参加学习，积极参加调
查研究活动，积极写调查报告与会议发言稿，
积极发言；“耳”勤、“眼”勤、“口”勤、“手”勤。

1995年初，在外地开会的任祖镛了解到
泰州、高邮已申报省历史文化名城。回到兴
化，他就写了建议申报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的
提案。当时有关主管部门的负责同志考虑到
兴化的名人故居及古迹遗存体量都较小，大
都已破败，对申报工作犹疑不决。

任祖镛抓住市政协全会等机会，向市委、
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积极汇报，市里专门召集
文化、城建等部门领导讨论、落实，申报工作
顺利展开。经过省里评议，兴化成为全省六家
县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这是对我提案最好的答复：落实率百分
之百。”任祖镛笑言之余，也十分清醒：申报成
功主要靠历史文化底蕴丰厚，是以多取胜。此
后，他一直把历史文化名城建设挂在心头，继
续通过多种渠道建言献策。如今，兴化古街区
连成片，文物保护深入人心。近年来已申报国
家级历史文化名城，正等待批准。

教育是任祖镛重点关注的领域。2007年
底，任祖镛注意到，撤并村小后，校车问题凸
显。他在常委会会议上提议把视察农村校车
列入次年工作计划，得到一致同意。

2008年 3月一天清晨，春寒料峭。已近
70岁的任祖镛骑着“二八杠”到兴化市政协
门口集中。他们由主席带队到乡镇调研。上午
随车接学生到校后，接着分别召开教师、学生
家长、村镇干部等座谈会。下午4点多钟，又
随校车送学生回家。

调研后，兴化市政协召开常委会会议，请
有关领导与部门负责同志协商，并形成建议案
报送市委、市政府，问题分步解决。后来各乡镇
有了专门校车，通村公路加宽了，候车棚建了。
任祖镛依然保持对校车的关注，多次建言。到
2018年，兴化市出资8000多万元，购置250多
辆校车，校车成为兴化一道亮丽风景。

中央政协工作会议以来，各级政协把加
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中心环
节。江苏省政协在全省统一打造“有事好商
量”协商议事工作品牌。任祖镛也挂钩联系了
兴化市昭阳街道新城村。2020年9月下旬一
天，他到新城村参加关于文明养犬的“有事好
商量”协商议事活动。

“那天下着雨，计划8点半开会，任老打着
伞，8点就来了。”新城村党委书记王国建说。

之后，任祖镛对“有事好商量”也上了
“瘾”。“任老参加了七八次‘有事好商量’，不
仅是教育类议题，很多其他议题也请他参加。
不仅是‘有事好商量’，各项政协工作他都认
真参加，秉公议政，结束后还写总结。他成为
政协委员近40年，坚持不缺学生一堂课，政
协会议不请一次假，是广大政协委员学习的
楷模。”兴化市政协主席沙顺喜说。

任祖镛最近一次参加“有事好商量”，是
6月10日上午，到新城村参加关于“移风易
俗破陋习，文明之风进新城”协商议事活动。
恰逢高考结束，会议以拒绝“升学宴”“谢师
宴”为切入点，针对村民人情往来负担加重的
实际状况进行协商。

“每年高考后的‘升学宴’‘谢师宴’不是
请一两桌谢师恩，而是大摆筵席，铺张浪费。
老师也并不喜欢这样。”任祖镛的现身说法，
引得与会者频频点头。

“古人云‘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
由奢’，现在富起来了，更要提倡移风易俗，戒
奢以俭，让文明新风进新城村。”任祖镛把课
堂搬到了会场。大家纷纷表示，要从我做起，
杜绝铺张浪费的不良现象。

兴化历来有平等、包容，商量办事的文化
传统。今天的协商民主更注重公共利益，在尊
重协商各方基础上，能依法依规为公众办好
事，办成事，是对过去风俗的发展与超越。政
协工作从过去单向地提建议，到现在还面向
社会凝聚共识。政协从过去认知度不高，到人
民群众有事主动找上门……任祖镛觉得，“政
协越干越有意思了。”

（郝文斌系兴化市政协办公室副主任，熊
辉系兴化中学党委副书记，谢明系兴化市第
二实验小学工作人员）

任祖镛：小城大师
文/本报记者 江迪 通讯员 郝文斌 熊辉 图/谢明

按说，记者手记应该记主要采访
对象。我这次却想记一位未曾在文中
出现的采访对象。

他叫吕增和，兴化市政协委员、兴
化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理事，曾是委
员履职积分年度第一，每年都保持在前
三名，还是近年兴化市政协唯一一个

“大满贯”委员（同一年同时获得“优秀
政协委员”“优秀提案”“优秀社情民意
信息”奖项）。

我认识吕增和比认识任祖镛早。
此前多次去兴化采访，吕增和经常参
加政协活动，每次都激情飞扬，言之有
物。我对他很钦佩，却未曾考虑过他为
什么能够“大满贯”。

直到这次采访，吕增和告诉我：
“我是任老师的学生。上学时得益于他
的语文课，现在在政协、在党外知识分
子联谊会则得益于他的履职课。”

据吕增和介绍：任祖镛经常在微
信群里给政协委员、党外知识分子传
经送宝。他鼓励大家围绕党委政府中
心工作，开展调查研究，对全市重点工
作积极建言献策；学习郑板桥等先贤

“一枝一叶总关情”亲民情怀，关注百
姓民生问题；善于向身边群众学习，善
于向书本学习，提升履职能力。

在任祖镛的帮助和指导下，吕增
和紧盯熟悉领域和民生热点，围绕农
民工工资支付、中小企业融资、减税降
费等议题提交提案、撰写社情民意信
息。多篇社情民意信息被采用。

“不过，无论是算总量，还是算平
均值，我都难以望任老师项背。任老师
是我的追赶目标。”吕增和说。

其实，任祖镛也在追赶别人。文中
提到的蔡培、丁采之都是任祖镛追赶
的对象。蔡培是任祖镛的老师，也是中
学特级教师，67 岁离开课堂时，鼓励
任祖镛超过他，任祖镛赶上了。吕增和
与任祖镛不在同一行业，不能简单比
较工作年限。在政协工作领域，吕增和
能否赶上任祖镛？

这要看赶上的标准是什么。2012
年，任祖镛注意到，政协委员中有一些
人仅把委员当荣誉，履职不认真。他建
议建立委员履职考评制度，用积分考
评激发委员履职热情。

2013年，履职考评制度推出。2017
年以来，兴化市政协相继制定委员履
职管理暂行办法、开展委员集中培训
三年行动计划、实行委员履职“两考一
述一评”制度。任祖镛每年都依据积分
获评优秀委员，他所在的教育界别组
也多次被评为优秀。不过近几年，委员
履职积分中，任祖镛却只有一次“夺
冠”，倒不是岁月不饶人，而是吕增和
等的“后生可畏”。

这不仅是“追赶”，更是传承。
兴化位于江苏地理中心，自古人才

辈出。当今，著名作家毕飞宇、国际象棋
特级大师侯逸凡都生长在此。文化界也
有“兴化文学现象”一说。发生在三代政
协委员身上的传承，根植于水乡沃土，也
是兴化文脉传承的具体表现。

传 承
本报记者 江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