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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高考录取结束了，进
入大学的学生们最不能忘的就
是师恩。 而在今年河南省道德
模范的名单里，也有一位我市的
小学老师。 在空荡荡略显杂乱的
罗山县彭新镇公山村的校园里，

记者有幸采访了这位李老师，李
化勇。

李化勇所在的彭新镇公山
村位于罗山县石山口水库上游，

背山面水，一些低洼的地方有水
的时候就像波澜不惊的小河一
样把他所住的村子隔成了东西
两部分。 水库蓄水时从东到西的
水面会有

500

米距离。 隔着水
面，李化勇家的房子和到学校的
路遥遥相望。 村子里不只李化勇
一家， 按照就近入学的原则，这
些人家的孩子要到水库对岸的
教学点上学。 不管是李化勇还是
小孩子， 如果要绕水步行到学
校，大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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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里，就要走
1

个
多小时的田间小路，横渡水库是
最快捷的方式。 为了方便，当老
师的这些年里，李化勇一直是依
靠划船过来的。

“我从小在水库边长大，水
性还不错。 刚上班时，我就花钱
买了一条船， 每天划船上下班。

当时，我家那边有
3

个居民组的
孩子都在公山小学上学，跟我一
样，要是不划船，孩子们都要走
远路。 我每天也都要来回，于是
就每天划着船，接送孩子们上下
学。 以前学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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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村里就
买了个大铁船专门让我们用。 后
来大铁船不好用， 学生也少了，

我就换了木船。 这些年木船总是
坏了再买，总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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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了吧。 在
接送孩子的这些年里，我的手机
共掉进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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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我也掉进去
过， 但从来没让孩子掉进去，这
是我感到最高兴的事儿。 ”李化
勇娓娓道来。

据村里人讲，李化勇的父亲
早些年也在村里教书。 从李化勇
的父亲开始， 他们就划着小木船
去学校。

1981

年，李化勇继承了
父亲的事业，也接过了他的船桨。

现在的公山村小学只是个
教学点，一共有

12

个学生，分幼
儿园、一年级、二年级。 在既是教
师办公室又是学生活动室、图书
室的房间里，黑板上还用粉笔工
整地写着“考试安排”“授课老

师”“课时安排”等。 黑板上的老
师就两个名字，除了他，还有一
个今年新来的老师。

“今年我们新添了电子琴、

办公桌、电脑，还有一些图书，都
是社会上的好心人送的。 ”言语
间李化勇满是感激。 即便这样，

这里的条件与镇上还是不能比
的。

2003

年小学改教学点时，有
相熟的文教助理问他愿不愿意
调到镇上，他拒绝了。 彭新镇中
心校的校长这样评价他：“李老
师多年一个人负责整个教学点
的工作，虽然很辛苦，但各项教
学、 管理工作做得都非常好，我
们也多次征求他的意见，想把他
调到条件较好的学校任教，他都
不愿意，我们同行都很佩服他的
坚守精神。 ”“把孩子交给李老师
我们放心。 ”这句话是公山村村
民的共同心声。 李化勇觉得，自
己是这个村教学点的负责人，在
这里已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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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已经成了
一个铁打的兵，只要这个教学点
还在，自己就不会离开。

也正因为这样，学校教师紧
张， 李化勇遇到有事也没法请
假，即使有病也要扛着。 几十年
积劳成疾，失眠顽症一直折磨着

李化勇。 夜晚常常无法入眠，有
时一天只睡一两个小时。 一天深
夜，他失眠睡不着，心情烦躁，迷
迷糊糊起床了， 却撞到墙上，又
摔倒在地上， 头和膝盖鲜血直
流。 第二天，李化勇头部缠着纱
布，一拐一瘸地挪动双脚来到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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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孩子一齐围上来，关
心地问：“老师，疼不疼？ ”看到孩
子们一张张惊讶的小脸，他心里
暖暖的。 上课铃声响了，李化勇
拿起课本走进课堂，听到孩子们
一声声“老师好”，他又笑了。 李
化勇的妻子说：“孩子们就是他
失眠的解药”。

“和孩子们融在一起， 我就
会心情舒畅、 精神振奋，就会忘
记痛苦、乐在其中。 ”可爱的学生
是李化勇不竭的精神动力和力
量源泉。

冬去春来，寒来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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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年来，他坚守这所教学点，义务
摆渡护送学生求学，克服了一般
人难以想象的孤独与寂寞，单调
而枯燥。 为了这份热爱并忠诚的
教育事业，他白发渐生，却从未
后悔。 他把一个对教育事业无限
忠诚的人民教师形象深深地烙
在了孩子们的心中。

李化勇：34载教书路
李化勇划船去学校上课。 本报记者高晶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