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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李雨才每次看着儿子
李华时，眼神中总有着一
丝急切。
“我希望他能尽快接上

我的班，这样就算我不在
了，这个学校还能继续下
去。”李雨才说。

患胃癌已多年
李雨才是个胃部被切

除五分之四的癌症患者，是
什么信念让他坚守？

!"#$年，李雨才未完
成高中学业就回到了家乡，
在高阳自然村上李村小组
任会计。%"&'年，李雨才毅
然担任起了高阳小学的教
学任务，成为这里唯一的代
课教师，一干就是 ()多年。

为了让孩子们学到更
多、更扎实的知识，李雨才
一方面努力做好基本课程
教授，另一方面，他经常步
行几十里山路到上清镇向
其他学校的老师求教、学
习，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

*))*年，按资历可调
到中心小学任教的李雨才
留了下来，在高阳教学点教
着十几个孩子。

术后重返讲台
教学点没有食堂，李雨才只能

从几里外的家中带饭到学校。夏天
还能对付，冬天山区天冷，饭冻得像
石头，只能先用热水泡一泡。

*))+年“五一”前，李雨才晕倒
在了课堂上。送到县城医院检查，发
现得了胃癌，紧接着就做了胃部切
除手术。手术后，李雨才拖着虚弱的
身体，于当年秋季开学重返讲台。但
由于术后并发肠粘连扭曲后遗症，
他经常感到疼痛。李雨才的妻子说，
每天晚上，丈夫疼得睡不着觉，只能
跪在床上，用膝盖顶着肚子。她劝丈
夫请假，而李雨才却总说：“我休息
了，孩子们咋办？”
疼痛如果是上课时发作，李雨

才会将胃部挤在课桌角上，坚持上
课。如果是晚上批改作业或备课时
发作，他会干脆双膝跪地，用床沿顶
住胃部，坚持改完作业、备完课。
李雨才从教 ,)多年，培育学生

,))多名，他还用自己微薄的工资
替近百名学生垫付了学杂费。

江西鹰潭上清镇泥湾小学高阳教学点
地处大山深处，只有两位老师———

父子搭档，坚守山村教书育人
特派记者 吕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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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俩课间和学生一起拔河 图 ,-

! ! ! !这是一个只有十几名学生的
小学教学点，和许多偏远的山村小
学一样，这里对外来教师的吸引力
很小，现有的两位老师是一对父
子，其中父亲李雨才已坚守了 ,)

多年。
坚守需要毅力和勇气，坚守同

样需要理由。这里的基础教育现状
究竟如何？记者走进江西省鹰潭市
上清镇泥湾小学高阳教学点。

开学
"月 ,日清晨，李雨才敲响了

挂在教学楼前的三角铁，随着“当
当当”的清脆响声，高阳教学点又
迎来了新的学年。

这样的动作李雨才已经记不
清做了多少次，只是听见“铃声”前
来上课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少了。

*))*年以前，这里的名称是高
阳小学，但在撤点并校之后，这里
改成了泥湾小学的教学点，只保留
一、二年级。

“这里学生最多的时候有 ')

多个，现在只有十几个了。”李雨才
说，“上个学期学生是 %,个，这个
学期有 - 个孩子去镇里读三年级
了，加上一年级的新生，估计还是
十多个吧！”

教学楼是一栋两层的白墙黑
瓦建筑，一楼是教室，二楼是办公
室。学校的院落并不大，中间一条
水泥路直通教学楼，两边是泥地，
院子里还有一大块黑板报。平时下
课时，孩子们就在这样的“操场”上
活动。

开学第一课是入学教育，新来
的孩子刚进学校，什么都很好奇。
李雨才笑着跟他们讲着学习的重
要性。

在一旁的教室里，李雨才的儿
子李华正上着二年级的语文课，课
文名字叫《秋天的图画》。

刚开学，孩子们拿到了崭新的
课本和作业本，兴奋不已，端在手
里翻来覆去地看。可孩子的心性总
是好动的，没多久这些七八岁的孩
子就有点坐不住了，在座位上东张
西望起来。

李华似乎感到了孩子们的不
专心，指导着他们一起大声朗诵课
文：“秋天来啦，秋天来啦，山野就
是美丽的图画。”

在稚嫩的读书声中，这个藏在
大山深处的教学点立刻有了活力。

坚守
教学点所在的高阳自然村上

李村小组位于龙虎山风景区的最
边缘，距离上清镇大约 *)公里。一
般人似乎很难想象，这个距离 -.

景区非常近的山村，过去交通却极
其不方便。
“过去，从上清镇到高阳村，那

路真的很难走，全是山路啊！”高阳
村村民李炳亮回忆，“坐车都要好
几个小时才能到，有时候下雨，车
就走不动了。”

闭塞的交通让孩子的上学路
变得异常辛苦。“一直到现在，还有
几个孩子要走很远的山路来上
学。”李雨才说。

/))*年，实施“撤点并校”后，
高阳小学被并入了同在泥湾村委
会范围内的泥湾小学，但孩子们如
何上学，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虽然是在一个村委会，可是

村委会的面积好多平方公里，孩子
们走山路去泥湾小学，得花三四个
小时，这怎么行？”李炳亮说。

或许是考虑到高阳村、上李村
的孩子们上学确实太远，教育部门
并没有关闭高阳小学，而是改为了
教学点。
“等孩子到了三年级，年龄也

大点了，就可以去泥湾小学或者上
清镇住校读书了。”李炳亮说。

*))&年，上清到高阳的乡村公

路贯通，高阳村的对外交通终于不
再那么闭塞了。如今，从上清镇出
发，大约不到两个小时便能到达高
阳村。不过，高阳村目前还没有通
公交，但据村民介绍，不远的将来
应该就会开通了。

交通的改善，也带来了教学点
学生数量的下降。“家里条件好的，
都把孩子送出去读书了。”李雨才
说，“现在剩下的都是家里条件不
太好的。我更不能丢下他们不管。”

缺人
从 *))*年开始，直到去年，这

里的老师只有李雨才一个人。
“这里条件太差，留不住人。”

李雨才苦笑着说，“过去还是高阳
小学的时候，也有几个年轻人来上
课，可是不到两年就都跑了。”
“不怪他们，确实太苦了。”李

雨才摇了摇头，“变成教学点以后，
就更没有人愿意留下来了。我一个
人教两个年级，只能交叉着上课。”

,年前，李华想也没想过自己
会当老师，接过父亲的班。

那年，李华刚从江西经济管理
干部学院毕业，外出打工，闯荡天
下，他和其他家在农村的大学生一
样，憧憬着大城市的生活。

因为教学点条件艰苦，总是留
不住分来的老师，李雨才打起了儿
子的“主意”。李华外出打工的第二
年，李雨才动员李华回来考取教师

资格证。
*)%%年，李华通过了教师资格

考试，被分配在泥湾小学，那里条
件更好，交通也方便。但父亲却主
动找到教育部门，要求把儿子调到
他身边———位置更偏僻、条件更艰
苦的高阳教学点。

就这样，李华成了高阳教学点
的第二位老师，“在高阳教书，可以
父子同校，也便于照顾身体不好的
父亲，农忙季节还可帮父母干活。”

不过，让儿子回来和自己一起
教书，李雨才也有一些后悔———儿
子的终身大事始终是他心中一个
沉重的包袱。

*-岁的李华长得眉清目秀，一
表人材，按理说找到合适的姑娘应
该并不难。“可在这深山里，除了老
人和留守儿童，年轻的女孩都出去
打工了，没有谁愿意留在这儿。”李
雨才皱着眉头。

李华似乎并不愿多谈这个话
题，一直在说着教学方面的事情：
“这些孩子的语文、数学、政治课，
我们教都没有问题。就是音乐课，
我们不行。如果能有人来教孩子们
上音乐课，就更好了。”
“为了这些孩子，我们爷俩在

这个教学点能上一天就上一天，坚
持到最后。”李雨才笑着说。

远处，新雨过后的群山间，回
响着孩子们的欢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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