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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学校一名教师八个学生

大山深处的大爱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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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别山深处， 海拔七八百米
的四望山上，有一所学校。 如今，学
校只有

1

间教室、

1

名老师和
8

个
学生。 这所学校就是河区河港镇
胡岗小学，老师名叫王西成。从

29

岁到
41

岁，王西成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
给了这里， 他用自己的执着和信念
书写着大山深处的大爱坚守。

残破的院墙， 窄小潮湿的土操
场，旧旧的教学楼，土墙上留着

20

世纪
70

年代特有的标语……这是
胡岗小学给记者的第一印象。

2000

年，

29

岁的王西成从四望山村小学

调到了更为闭塞的胡岗小学任教。

12

年来，胡岗小学的教师一个一个
都转到条件较优越的地方去了，然
而王西成一直坚守在这里。 王西成
告诉记者， 这所学校原来有数十名
学生，由于孩子上学条件艰苦，很多
村民都将家搬到了镇上。 如今，这里剩
下的

8

个学生由于家庭条件都比较贫
困，所以只能坚持在这里上学。 在这所
只有

1

名老师和
8

个学生的学校里，王
西成一人身兼着数职，他既是校长，

又是教师， 同时还是孩子们的保育
员和学校的保洁员。

每天早晨不到
6

时， 王西成便
起床做饭， 吃过早饭走一个多小时

的山路， 便到了胡岗小学；

8

时，王
西成便打开音响播放国歌， 然后带
着

8

个学生站成一排唱国歌升国
旗。音响是市里的志愿者们送来的。

王西成告诉记者， 第一次用音响播
放国歌时，孩子们都很兴奋，这是他
们第一次在洪亮的国歌声中升起鲜
艳的五星红旗。升国旗之后，便开始
了一天的课程。

8

个学生中最大的
9

周岁，最小的只有
4

周岁，其中有
4

个在三年级，另外
4

个在学前班。为
了便于管理， 王西成把

8

个学生安
排在一个教室里上课， 给一个年级
学生讲课时， 让另外一个年级的学
生复习功课或者做课后作业。

中午放学后， 王西成把离家近
的

3

个孩子送到回家的路口处，而
5

个离家较远的孩子， 王西成就让
他们留在学校自己给他们做饭吃。

吃过午饭后， 王西成在办公室里备
课，为下午的教学做准备。下午放学
后，王西成打扫完教室，锁好大门，

亲自护送离家远的孩子回家。 学校
门前有条小河，每年夏天河水上涨，

淹没了水中的石墩， 上学前王西成
便将孩子们一个个地从河对岸背过
来；下午放学后，王西成又将孩子们
一个个地背过去。

一个泄了气的破皮球， 一根沾
满了灰尘的跳绳， 这就是学校唯一
拿得出手的体育用品。这样“简单的
快乐”，王西成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他告诉记者， 虽然山里的条件和城
里没法比，可是他总盼望着，有一天
山里的娃娃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样，享受
均等的教育资源。学校里除了黑板和课
桌并没有其他的教学工具，王西成便从
家里带来用了几十年的手风琴， 课余
时间就教孩子们唱歌。

12

年间，看到一个个老师先后
调走，王西成也犹豫过、动摇过，但
最终他选择了坚守，不为别的，只为
孩子们渴望的眼神， 只为“人民教
师”神圣的职责。“如果我离开学校，

胡岗小学就会被撤掉， 这里的孩子
们就要去更远的镇中心学校上学，

孩子们要走更多的山路。 只要有一
个孩子在这上学， 我都会坚守在这
里。 ”王西成朴实的话语，道出了一
位乡村教师的心声。

如今， 在这个人口不到
300

人
的小山村里，已经走出了

20

多名大
学生。 每当听到谁家的孩子考上了
大学， 王西成心里就会感到特别自
豪，那一刻，是他最幸福的时刻。

离开胡岗小学时， 已是夕阳西
下，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记者的耳边
仍然回荡着孩子们那朗朗的读书
声———

一座房，两座房
青青的瓦，白白的墙，

宽宽的门，大大的窗；

三座房，四座房
房前花果香，屋后树成行。

哪座房子最漂亮？

要数我们的小学堂……

王西成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接残疾人进城团圆

感受信阳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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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9

日， 本报民生版报
道了信阳市人社局干部方德海
坚持做慈善

24

年的感人事迹。

12

月
21

日， 方德海又将他所
资助的平桥区明港镇、邢集镇
的残疾人林纪全、 李景生、杨
厚亮和困难群众杨全友接到信
阳凌云宾馆，辞旧迎新、共话未
来。

窗外寒风凛冽，室内暖意融
融。 林纪全、李景生、杨厚亮、杨
全友和方德海及其家人围坐在
一起，谈笑风生，感受亲情。 “做
梦都没想到这辈子俺还能在城
市里的大宾馆吃饭，太感谢方师
傅了！ ”

53

岁的林纪全动情地对
记者说。

方德海资助残疾人已
24

年
了，到目前为止，被资助的残
贫群众还不知道方德海的名字
和工作单位， 只知道他姓方，一
直称呼方德海为“好心人方师
傅”。

“方师傅对我们比亲人还
亲， 他每隔两个月都去看望我
们，给我们送来粮油、牛奶和生
活用品。 这次快到年底了，他除
了给我们买粮油、 牛奶和床单
外，还把我们从农村接到城里来
团圆，我们真是感激不尽！ ”

46

岁
的残疾人李景生说。

酒店餐桌上的火锅热气腾
腾， 方德海不停地给残疾人夹
菜，并劝他们多吃点，同时，详细
询问他们生活中还缺少什么，有
什么困难尽管说出来。

饭后， 方德海提议带他们
4

人去羊山新区百花园看看，感
受现在信阳城市的变化。 残疾
人林纪全和李景生下肢不能站
立行走， 上车下车都要靠人背
着， 方德海就专门请亲戚来帮
忙。

看着羊山新区高楼林立，残
疾人杨厚亮说：“这样的高楼只
在电视里见过， 要不是方师傅，

恐怕我这一辈子也不能亲眼看
到这么高的楼房。 ”

背着残疾人逛羊山新区百花园

“邮票的故事”系列报道之三

五版第二轮生肖版票救了老师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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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岳是一名教师，酷爱书法，工
作之余，颇喜欢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1992

年，一名学有所成的学生来看
望他， 这名学生正是老岳的嫡传弟
子，后来成为国内知名的书法家。颇
有感恩之心的学生知道老师的喜
好，拜年时便送了五版

1992

年发行
的整版生肖猴邮票。难得的是，这些
邮票上不仅绘有书法， 还有中国传
统的剪纸，岳老师由衷地喜欢。有心
的学生发现老师十分喜爱， 便在每
年来看望他时送上五版。

因为岳老师偏爱书法， 并对书
法颇有研究， 就把这些邮票当作一
种书法作品来收藏。

自邮政部门发行第二轮生肖邮
票起，其设计原则是每套生肖邮票由
第一轮的一枚改为两枚，图案“一图一
文，一明一暗，两平两立，篆、隶、草、

行书法字体三年一换”。第一枚以我国
民间工艺生肖图为主， 采用民间工
艺刺绣、剪纸、泥塑等；第二枚以我
国不同书体的生肖名称为主，连续三
套采用同一书体，依次为篆书、隶书、

草书和楷书。就这样，学生一直送到
2003

年，第二轮生肖邮票五版全齐
了，而此时，酷爱书法的岳老师却对
邮票的实际价值一无所知。

2011

年年初， 岳老师身染重
病，急需大量的钱治病。

但当时， 岳老师刚刚帮将要娶
媳妇的儿子买了房子， 手头上也没

什么钱了。

老伴儿只好四处借钱。 学生听
说此事， 便问师母当年送的邮票还
在不在？

岳老师的老伴儿于是找到了这
些邮票。但是，算算全部邮票的面值
也就只有

764.80

元，她想：“这点钱
能管什么用？ ”

知道自己送的邮票还在， 这名
学生便联系了几位邮票收藏家，打
听到当时的行情是： 五版第二轮生
肖版票能卖

5

万元。 学生便托人出
手。于是，卖邮票的钱便成了给老师
治病的钱。

大病初愈后的岳老师感慨道：

“真没想到邮票能这么值钱，五版第
二轮生肖版票救了我的一条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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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平
桥办事处自筹资
金

20

余万元，支
持社区开展丰富
多彩的文化活动。

目前， 已成立
17

个群众文艺队，先
后组织了

6

次大
型文化专场演出，

丰富了社区群众
的文化生活。图为
盘鼓队在为即将
来临的“双节”排
练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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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瑞云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