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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天 生 残 疾 ，只 靠
一只右手完成正常人
能 做 的 事 ；扎 根 山 区
41 年 ，撑 起 深 山 孩 子
的希望；以校为家，既
是师长也是家长。龙
泉市道太乡供村小学
独 臂 教 师 杨 树 长 ，自
立自强、励精图治，41
年 坚 守 在 教 育 一 线 ，
无私奉献、不忘初心，
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
了 教 师 的 伟 大 ，用 爱
心和智慧点亮山村孩
子的人生梦想。

杨树长的事迹自 2013年起被《光明日报》、新浪网、《浙江

日报》等众多媒体报道以来，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他先后获

得浙江省“最美乡村教师”、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

2013 浙江教育年度新闻人物、全国模范教师、丽水市第四届

道德模范、“2014年浙江骄傲人物”提名奖等荣誉。面对这些

荣誉，他说：“我只是做了一些很平常的事，这么高的荣誉，我

真的配不上。”

自强不息
用行动证明自己

在龙泉市道太乡供村小学的课堂上，杨树长站在三尺讲

台上，拿着课本，向台下的同学们讲授知识。他娴熟地用右

手书写、翻书、操作电脑、推眼镜等，而左臂袖管悬在空中，随

着身体的摆动而摇曳。杨树长先天残疾，从一出生就没有左

臂。肢体的残缺并没有阻拦他积极向上的脚步，从小学到高

中，他不但读书特别努力，凭借一只手，各种家务农活都能够

做。

1981 年，杨树长高中毕业，成为了道圣寺村小学的一名

代课老师。初任教师的杨树长，对自己的教学能力充满信

心，但唯一担心的是自己只有一只手臂的形象会不会受到学

生的排斥和家长的质疑。

为了能够让家长放心，杨树长在开学前，挨家挨户地探访

学生家庭，了解每个学生的家庭情况，通过展示自己的教学

计划，让家长放心地把孩子交给他。一个学期下来，在杨树

长的努力下，学生的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家长也放心将孩

子交给这位负责任的独臂教师。

随着时代的进步，信息化教学成为每一位老师的必修课，

2006年调任到供村小学后，为了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他开始

接触投影仪、电脑等智能教学设备。由于只有一只手，别人花

一个小时就能完成的课件，杨树长要花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

间。为了不耽误学生们的课程进度，他常常把晚上和周末的时

间拿出来做课件。慢慢地，杨树长备课时间越来越短，而且还

能根据不同学生的接受能力，探索不同的授课方式。

对杨树长来说，学生不仅要学会文化知识，还要与实践结

合在一起。在供村小学的操场后面，有一块劳动实践基地，

里面种着各种蔬菜，这些都是杨树长带着孩子们一起种的。

“作为农村孩子，还要会务农，这样不仅可以照顾家里，而且

也是一种增长见识的社会实践。”杨树长笑着说，“别看我少

了一条胳膊，干起农活，很多学校里的年轻老师都不如我。”

同事们都说：“一开始会同情他，接触多了，对他只有敬

佩。”

献身教育
为山区儿童撑起未来和希望

1986年，杨树长来到下乾村小学任教，初到下乾村小学，

杨树长便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只有两间破旧的木屋作为教

学场所。教室里地面潮湿、光线阴暗，由于校区位于山岗上，

一到冬天大风就打碎窗户玻璃，冷风灌进教室，学习的环境

十分恶劣。此外，下乾村大多数村民并不重视教育，村里很

多孩子都只读过两三年书。这副情形，杨树长看在眼里，痛

在心里，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这一现状。

在任教的过程中，杨树长几乎每天都在放学后，为学习基

础差的学生无偿辅导功课。除此之外，杨树长还经常家访，

跟家长聊教育等，家长们渐渐明白了教育的重要性，并支持

学校和老师的工作。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共同努力下，学生的成绩提高

了。一次，杨树长带领两位学生参加县里组织的应用文比

赛，分别获得了二等奖和三等奖的好成绩。县教育局注意到

了这个偏远山村的小学，便专程考察该学校，看到极其简陋

的教学环境，县里决定修缮下乾村小学。在争取上级补助资

金同时，各家各户也纷纷筹钱，建起了下乾村历史上第一座

教学大楼。在下乾村任教的 15 年中，他所带的学生，每年考

试成绩在整个供村 14所学校中都名列前茅，并且培养出下乾

村第一批大学生。

既然已献身教育，那便无怨无悔。1993 年，根据政策有

一批代课教师可以转正，这是杨树长梦寐以求的机会。但得

知需要进城学习 20 天时，他沉默了，因为学校只有他一位老

师，他一走，孩子们就得停学。思前想后，杨树长还是不忍心

耽搁学生们的学习，没有参加转正考试。到了 1996 年，杨树

长凭借自己的教学成绩和对教育的奉献，经上级投票表决

后，他被破格转正。说起转正的经历，杨树长说：“我从来没

有想过放弃教书，只要能教出好学生，即使一辈子当代课教

师都行。”

以校为家
既是师长也是家长

杨树长视学校为自己的家，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学校。

平常只要没课，杨树长就在学校里溜达，看是否有灯管坏

了，书桌是否要修理，操场上有落叶，一只手拎起扫帚就去打

扫。哪怕是春节，杨树长也是吃了年夜饭就回学校。

对待学生，杨树长就像一位家长。2001年 9月开学季，适

龄儿童徐丽梅由于家庭困难要辍学。徐丽梅家中有 3 人，爷

爷、爸爸和她，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受到打击，长期没心情

干活，只有爷爷从事劳动，徐丽梅常常饥一顿饱一顿。交不

起学杂费，爸爸就不让她上学，杨树长知道这件事之后，一次

次上门做家长的思想工作，并承诺为徐丽梅垫付学杂费。徐

丽梅的父亲被杨树长的举动感动了，答应让徐丽梅上学读

书。而徐丽梅的学杂费，杨树长一交就是 4个学期。

由于供村小学是寄宿制的学校，每到星期天学生返校的

日子，杨树长总会望着校门，看自己的学生是否按时到校。

星期天晚上杨树长家的晚餐是最丰富的，他会邀请那些晚到

校而错过晚饭时间的学生们到他家吃晚饭。杨树长的一举一

动，深深地感动着孩子们。

在乡村小学艰苦的环境里，坚持一阵子或许是容易的，但

像他这样一干 41年，还会继续坚守到底、坚守一辈子，很难很

难。但他说，教育是山村的希望，能够在乡村的教育事业上

做点事，就是值得的。

记者 董陈磊 通讯员 季卓奕

独臂教师、以校为家、坚守 41 年⋯⋯这是属于这位山乡小
学教师的独特记忆

龙泉独臂教师杨树长：
用单手撑起山村孩子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