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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城事·社区

阅读提示

与孩子们告别的时候，记者问王蕾蕾，长大
后的理想是什么？

“当老师。”王蕾蕾笑着回答，“像周老师一
样。”

□ 记者 谢佳俊
通讯员 李培 江静 刘鹏程

“同学们，考试。”6月 29日早上 8点，缙云县

大洋学校木栗教学点教师周曰忠走进教室，发

下了本学年最后两份期末考卷。

薄薄四张试卷，是周曰忠一大早骑了近两

个小时的电瓶车，专程从大洋学校取来的，“考

完这一场，我们这个教学点就正式关闭了。”

周曰忠所在的教学点，很特殊。这里没有

上课铃声，也很难听到琅琅书声。2017学年，该

教学点有 30 多个学生，到了 2019 学年只剩下 5
个，再到现在这里只有两名二年级学生——9岁

的女孩王蕾蕾和 10岁的男孩王旭康。

一所特殊的学校

木栗村位于缙云县大洋镇东南部，一天只有

3趟进城班车，往返缙云县城需要5个多小时。

虽然是距县城最偏远的学校，但木栗教学

点的教学条件并不差。一栋三层的教学楼，旁

边是教师宿舍，对面是学生食堂。教学楼前有

一块黑板，上面还留着“六一儿童节”的黑板报，

一侧设有两块宣传栏，一块展示学生美术作品，

另一块精心布置着学生秋游、社会实践的照片。

走上教学楼旁的小坡，便来到学校的操场，

两个崭新的篮球架格外显眼。为了两个学生，

保留这样一所学校，让很多人不解。

2016 年，大洋学校校长王加尧曾计划撤掉

木栗教学点，让孩子们去教育资源更优越的大

洋学校上学。

“当时教学点只有 35个学生，教学条件十分

简陋，信息化设备跟不上，老师也不愿意来这么

偏远的山村教书。”王加尧说。

但在挨家挨户走访、征求村民意见后，王加

尧改变了计划：“大多数学生家庭条件不好，外

出上学会增加家庭负担，我不忍心。”

“既然决定把教学点办下去，就要负起责！”此

后每一年，学校都在教学点投入 10-20万资金，用

于修缮校舍、翻新食堂、购买篮球架……“这些资

金是上级部门特批的，鼓励孩子们就近入学，不让

一个孩子掉队。”王加尧说。

此后，王加尧成了木栗村的常客。他每两周

来一次教学点，查看学生学习情况，听取老师意

见，向当地村民普及教育理念。

去年，省政府将“全面推进‘互联网+义务教育’，

推进1000所中小学校结对帮扶，让城乡孩子共享优

质教育资源”列入2019年民生实事项目，借此东风，

教学点建起了录播教室，并与舒洪学校结对开展“同

步课堂”，学生得以聆听名师精品课。

一名老师的坚守

“木栗村交通不便，年轻教师待不住，我去

吧。”2018年，原本执教初中的周曰忠，带着教鞭和

粉笔，走进了教学点。

上学期，木栗教学点有 3 名教师、5 名学生。

今年，2 名代课老师离开，3 名高年级学生入读大

洋学校，王蕾蕾和王旭康成为最后的“留守学生”，

周曰忠成了孩子们的“全职老师”。

学生虽然少，课程却不少，每天安排 8节课，周

曰忠身兼数职，教授所有课程——语文、数学、美

术、音乐和体育。

初中教师出身的周曰忠，对小学二年级的教

材并不熟悉。为了不耽误学生的学业，周曰忠花

了大量心血备课，“基本是‘1+1’模式，授课时间多

久，备课就要花同样多的时间。”

班级人数少了，学生发言的机会就多了，周曰

忠利用这个优势，不断增强与学生的互动，鼓励他

们敢于表达自己。在他的影响下，两个孩子活泼

开朗，与记者交流时十分自信。

6月 29日，期末考试结束，本学年的教学任务

全部完成，教学点随之撤销，下学期，最后的 2 个

孩子也将入读大洋学校。

“近些年，村民大多脱贫致富了，很多人搬出

了村庄，有能力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教学点里

的孩子也因此越来越少。”周曰忠告诉记者，此前

为了 2个学生保留教学点，是考虑到孩子年纪小，

很难适应住校生活，“三年级会增加英语和科学课

程，我一个人无法教授所有学科，大洋学校有更优

质的教学资源，是时候让他们入读了。”

同时，周曰忠坦言心情很复杂，“真舍不得孩

子们啊，但我也为他们迎来更好的生活而开心。”

来自各方的关爱

木栗教学点地处偏远，看似是一个容易被遗忘

的角落，但事实上，来自社会的关爱一点也不少。

6月 28日上午 7时，缙云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检

察办公室的检察官王妃和钟晓宇，早早从缙云县

城出发，驱车近 3小时来到木栗教学点，为两个孩

子送上最后一堂法治课。

“这么小的孩子住校学习，更需要学法懂法，

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王妃说，考虑

到孩子们此前并没有离开过木栗村，而下学期他

们就要进入校园迎来集体生活，于是检察官们特

意安排了一堂关于“什么是校园暴力”的法治课。

为了让孩子们轻松理解课程内容，王妃选择了

不少有趣的案例，结合漫画讲解什么是校园暴力、

校园暴力的种类、遇到校园暴力该怎么办。

“你能说出哪一个是施暴者，哪一个是受害

者，哪一个是旁观者吗？”面对提问，王蕾蕾和王旭

康积极抢答，课堂氛围十分活跃。

“在农村，有很多看似容易被遗忘的孩子，但

我们一直记挂着他们。”王妃告诉记者，2018年，缙

云县检察院成立了“爱·相随—青岚工作室”，以

“一个也不能少”的理念，将法治课堂的触角延伸

到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生。

为了帮助孩子们适应新生活，大洋学校也做

了不少功课。“每周五放学后，学校会安排班车把

孩子们送回家。”王加尧说，如果学生有需要，学校

会及时开展结对帮扶，“开学后，我们会专门设置

生活指导课，尽快让孩子们融入新环境。”

与孩子们告别的时候，记者问王蕾蕾，长大后

的理想是什么？

“当老师。”王蕾蕾笑着回答，“像周老师一样。”

在偏远的缙云县大洋镇木栗村，为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一名老师带着两名
学生，坚守三个人的学校，如今两个孩子即将升入三年级，去往镇上的学校就读

再见，三个人的学校

通讯员通讯员 钭小亚钭小亚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