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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学生 亦师亦母 她用爱温暖孩子们的心

新县是国家级贫困县， 许多
家长为了生计常年在外打工，留
守儿童越来越多。 而在林巧莉的
班级中， 这些孩子总是能得到一
些特别的“关照”。“林老师不仅给
我买文具，还给我买鞋袜、衣服，

她和妈妈差不多。 ”“上星期我生
日， 林老师送了我一支钢笔做生
日礼物，她让我好好学习。”“姐姐
你看， 我脚上的鞋就是林老师给
我买的。 ”提起林巧莉，班里的孩
子们滔滔不绝地讲起林老师的
好。在担任班主任期间，林巧莉每
年开学后都要和每一个孩子谈
心。虽然自己不富裕，但对家庭条
件困难的学生，她总是慷慨解囊。

几年下来，她已累计资助学生
20

多人，资助金额
6000

余元。

2014

年秋季，林巧莉发现班

里原本活泼可爱的刘珍珠同学突
然变得自卑、孤寂，很少与同学交
流， 于是林巧莉就找刘珍珠谈
心。“老师，我不想上学了。”刚说
出这句话，刘珍珠的眼泪就断了
线似的流了下来。 原来，爸爸病
逝，妈妈远走他乡，刘珍珠与年
迈的爷爷奶奶相依为命。知道家
庭生活困难，懂事的刘珍珠产生
了辍学的念头。林巧莉了解到这
些情况后，当时就为刘珍珠买来
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 并安慰
道：“这些你不用担心，老师会尽
力帮你解决！ ”

在林巧莉的开导
下， 刘珍珠渐渐
变得开朗起来。

“林老师经常帮
我辅导作业，我

的英语比以前进步不少呢。 ”刘珍
珠告诉记者。

林巧莉说，在这深山中，孩子
们给了她最多的温暖和感动。 每
年放假，孩子们就围着她七嘴八
舌地说个不停，“老师， 过完年你
还来教我们吗？ ”“老师，我最爱上
你的课了， 你可不能扔下我们
不管啊。 ”“老师，我奶奶说你要
是一个人在学校害怕就去我家
玩” ……看着孩子们眼中流露出
的纯真， 林巧莉总是湿了眼眶，

“为了他们，一切都是值得的！ ”

爱在深山青春无悔
———80后乡村女教师林巧莉的6年坚守

转车 4次 初访深山

她的从教之路很艰辛

在新县县城
30

多公里外， 坐落着大别山
主峰之一———黄毛尖，这里地处偏僻，山高路
陡，平均海拔

816

米。大山深处，新县周河乡初
级中学隐匿其中，它是

120

余名留守儿童探索
新知的殿堂。

9

月
11

日，伴着蒙蒙细雨，记者
去寻访这所大山深处的学校。

160

多公里的路程，几经迷路，几经询问，

记者最终抵达目的地。 在三面高山的环绕下，

眼前的这所校园显得矮小而静谧。 放眼望去，

两幢楼房，一面国旗组成了校园的全部，学生
朗朗的读书声回荡其中。 在七年级

1

班，

24

个
孩子全神贯注，正大声地跟英语老师林巧莉识
读新单词。

今年是林巧莉在周河乡初级中学任教的
第

7

个年头， 回想起
2009

年初来学校时的情
景，林巧莉记忆犹新。

1987

年出生的林巧莉
7

年前刚刚从河南科技大学毕业，带着对新生活
的憧憬，林巧莉从平桥区赶往新县周河乡。 可
没想到，漫长的路途将林巧莉心头的喜悦打消
了一半。“我先从家坐车到信阳车站，再从车站
坐车到新县，然后从新县坐三轮车到去周河的
路边等汽车去学校。 ”林巧莉说，“早上不到

8

点从家出发，下午
3

点才赶到学校，一路上要
倒

4

次车。 ”

然而，对林巧莉而言，困难才刚刚开始。当
她终于来到学校，看着低矮狭小的学校大门和
校园里仅有的两栋破旧楼房，想到这就是自己
今后要工作的地方， 林巧莉的泪水夺眶而出，

苦恼、后悔、委屈一股脑涌上心头。

当天夜里，学校只有林巧莉一个人，睡在
铺着稻草的旧床上，听着院墙外哗哗的流水声
和山上动物的怪叫声，林巧莉毛骨悚然，一夜
无眠。 “当时我就想，等天一亮就回家，我真的
待不下去了。”林巧莉说。但第二天，一把青菜、

几个水果……同事纷纷来到林巧莉的宿舍嘘
寒问暖，林巧莉心中也渐渐温暖起来。 开学渐
近，林巧莉和同事们一样开始忙碌起来。“忙起
来就忘了委屈。”林巧莉说，当自己第一次见到
自己的学生，她就下定决心留下来，“我要对我
的学生负责！ ”

放弃读研 至今未嫁 她说舍弃是为了收获

2013

年
6

月，一纸录取通知
书打破了林巧莉原本单调平静
的生活。 林巧莉通过了淮北师范
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被淮北
师范大学英语学科教学在职教
育硕士专业录取。

2013

年暑假，

林巧莉去学校参加了一个多月
的进修。 年底，寒假的课程又开
始了，林巧莉却犯了难：“当时学
校还要等两个多星期才放假，正
是期末考试的紧要关头。 ”林巧
莉说当时自己心中纠结万分，但
当站在讲台上看着孩子们，她一
下子有了决定，“我不能为了自
己扔下我的学生不管！ ”就这样，

林巧莉毅然选择了放弃读研深
造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多难得
啊， 林老师为了孩子们却放弃
了。 ”提起这件事，同事们常为林

巧莉感到惋惜。

由于林巧莉所在的学校偏
远闭塞，接触社会面窄，今年

28

岁的林巧莉仍然没有对象，其间
父母多次安排林巧莉去相亲，均
被林巧莉拒绝。 “介绍的都是外
地的，我工作在这儿，走不了。 ”

林巧莉说。 为了能让女儿尽快找
到一个好归宿，林巧莉的父母都
劝说女儿回信阳参加教师招聘
考试。 “别说她爸妈，连我们这些
同事都替她着急，大家都劝她考
回信阳去，但今年她又没报名。 ”

提起林巧莉， 她的同事都说她
“倔”。 “提起这些事情，我觉得最
对不起的就是我父母。 但想起大
家的淳朴、善良和厚道，想起孩
子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我就
只剩下一个念头：留下来！ ”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 ”

这是林巧莉常挂在嘴边的一句
话。 林巧莉说，她虽然舍弃了很
多机会，但相比收获而言，一切
都是值得的。 今年教师节，林巧
莉获得了“信阳市优秀教师”的
荣誉称号并获得表彰；

2014

年
3

月，林巧莉被新县妇女联合会评
为“三八红旗手”；

2014

年
4

月林
巧莉获得市“电化教育先进个
人”奖；

2012

年在全省组织的“我
的特岗生活故事” 征文活动中，

林巧莉撰写的《生命因特岗而精
彩》 一文荣获省级二等奖……

“林老师是一个事业心强， 有大
局观念的好老师， 她爱学习、能
钻研， 对孩子有一颗慈爱之心，

深受大家的敬爱和好评！ ”周河
乡初级中学校长潘明说。

林巧莉和孩子们在一起。 本报记者李亚云摄

走出象牙塔， 扎根深山，她
用纤弱的双肩担起“为人师表”

的职责。 面对一双双渴望求知的
眼睛，她发誓将乡村教育坚持到

底。面对一个个留守儿童，她用无
私的关爱温暖他们。 为了孩子，

她封堵了自己前行的道路。 带着对
工作的热忱、对大山的留恋、对孩
子的爱心，她

6

年坚守如初，用
宝贵的青春谱写出一首乡村
教师的赞歌。 她就是新县
周河乡初级中学的林巧莉
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