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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钉子”别走！ 妈妈在等着抱抱你

“说好的 35岁结婚，你咋突然走了”
热心支教，他欠母亲一个拥抱

“钉子”老师丁俊雷遗体归乡第 4天的中午，在34℃的
高温里，淮滨县张里乡徐寨村显得有些沉寂。 本报记者
赶到这里，见到他的父母。

3 天前，这里夏雨绵绵，百余名来自上海 、广西 、武
汉、杭州等全国多个省市的丁俊雷的老师、同事、学生，经
历不眠的一宿后， 纷纷赤着脚踩着泥泞的道路， 为这位
“好学生”“好同事”“好老师”送行。

“好多孩子跪在我面前说，‘钉子’老师走了，我们就
是您的儿子、女儿……”丁俊雷的母亲王艳荣说，直到儿
子的事迹被媒体宣传，她才知道儿子在外这些年的不易，
也因有这样一个好儿子而自豪。

2012 年，丁俊雷来到温州商学院工作，后来成为温
州商学院信息工程学院的辅导员。 自 2007 年以来，丁俊
雷一直坚持组织支教项目。 2014 年，丁俊雷成立了水滴
公益团队，每年组织学生前往山区支教。

近年来，丁俊雷曾带领水滴队员远赴云南香格里拉、
怒江州和广西南宁等地的边远山区， 支教的足迹已遍布
湖南、湖北、云南和广西等地。睡觉和学生挤在木板上，因
为没水洗头洗澡，丁俊雷剃了光头，这些都是他经历过的
再普通不过的支教生活。

喜欢户外的丁俊雷称自己是“行走的钉子”，还申请
了一个同名的公众号。 去年 7 月，丁俊雷带着李韦剑，招
募了十几名学生志愿者， 前往云南怒江州的山村支教了
一个月。 十几名志愿者负责不同山头的支教点， 大家排
课，教美术和音乐，给那些孩子们讲述外面的世界，传递
读书的信念。

今年 7 月， 丁俊雷和李韦剑原本打算去四川凉山支
教，他们已经初步招募完志愿者，做好了一切准备。然而，
所有的公益计划因为这场意外而终结。

“这些年，一直不找对象，说好的 35 岁结婚，我和你
父亲都在拼命挣钱为你们买大大的新房， 可你咋就这么
走了，丢下我们！ 我好想抱抱你……” 面对记者，一脸憔
悴的王艳荣话没说完，已是泣不成声。

“在外受的苦，到今天我们才知道”
工作太忙，他几次对父亲“食言”

父亲丁山水得知儿子出事，
是 6 月 24 日晚 10 时。

“学校来消息时， 我想肯定
是误会了，连夜从天津乘飞机赶
到温州。 到了那家殡仪馆，当我
看到儿子的遗体时 ， 如雷轰
顶。 ” 丁山水告诉记者，“今年他
最亲爱的奶奶去世，他回来了 3
天，那天是农历三月初三，我们
见的最后一面。 ”

丁俊雷出生在一个贫困的

家庭，上小学的时候，为了一家
老小，父母便去往广东以收破烂
为生，之后又转至天津。 在父亲
眼中， 丁俊雷打小就是一个独
立、孝顺的孩子。

“记得他 7 岁那年， 到了收
麦子的季节，他利用假期进了一
批冰棍，骑着自行车来回几个乡
镇跑，一根 5 分钱，其实挣不了
多少， 但他说不想让我们太劳
累，要替我们分担一些。 ” 丁山
水说着，眼角流出泪水。

高二那年，丁俊雷被特招至
武汉体育大学， 面对录取通知
书，再看看一贫如洗的家，丁俊
雷说自己不想上了，想供读初中
的弟弟上学。在家人的一并劝说
下， 丁俊雷眼含泪水去了武汉。
“直到现在， 他还经常说感觉亏
欠弟弟太多， 其实他不知道，一
直以来，他都是我们全家人的骄

傲。 ” 丁山水说。
在边远山区支教的这些年，

丁俊雷几次“食言”，这令丁山水
念念不忘。

每次寒假暑假到来 ， 丁山
水都会打电话给儿子 ， 让他到
天津住几天。 丁山水说：“他每
次答应得好好的，却很少实现，
就是好不容易去一次住上两

天，我让他出去玩他都不去，说
要在家陪陪我们， 还为我们捶
背按摩。 ”

直至今日， 丁山水才明白，
越是寒假暑假，儿子就越忙。 而
这些年他在外吃的苦、 遭的罪，
从来没向父母提起过。

“他走了，去更远的地方做公益事业了”
孝顺有爱心，亲友眼中的他浑身正能量

“好兄弟走好，我知道你到
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做更多的

公益事业了……”在靳晓东的朋
友圈，他以这样一条消息怀念自
己的初中同学。

在靳晓东的手机里，记者看
到，丁俊雷的朋友圈定格在了 6
月 18 日。 “钉子”说，我们都走在
一条更深远的路，路上有不断出
现的人，带着爱与相信，在时光
里发生着故事。

1999 年， 丁俊雷与靳晓东
一同在张里乡上初中一年级 ，
在靳晓东的印象中， 丁俊雷活
泼开朗，孝顺懂事，而且学习非
常好。 靳晓东告诉记者：“他时
常会利用课余时间帮助其他同

学辅导功课。 每个周末，我们都
会去他们村里 ， 帮一些孤寡老
人干家务。 ”

陈士超是丁俊雷小学五年

级的班主任。 回忆起丁俊雷，陈
士超几度哽咽：“不管遇到学校
哪个老师， 他都会离很远就立
正，然后敬队礼。在班里，他甚至
承担了我一半的工作，每次站队
帮我整队型，班会时候帮我维护
课堂秩序。 ”

在陈士超眼里，丁俊雷还是
一个很有爱心的好学生。记得那
时候一下大雨，低年学生放学走
在泥泞的土路时， 丁俊雷就带着
小学生们一个个送到人家家门

口。有一次上体育课，一个学生跑
步时摔倒了， 丁俊雷赶紧跑到老
师的办公室， 要了药膏帮学生涂
好，然后把那个学生背到教室。

从小学五年级到初中，再到
高中、大学，父母基本上常年在
外， 而与丁俊雷接触最多的，是
他的舅舅王中华。 “上初中的时
候，一个星期 20 块钱，每周回来

时 ， 他都能余下两三块钱给
我。 ” 王中华说，每次一回家，丁
俊雷便抢着帮他干家务活。

“抢着干家务倒是一点没
变，这两年每次回家，到哪都是
他做饭，而且做得特别好吃。 后
来，我们才慢慢知道，他一直在
外支教，给那些穷苦山区的孩子
们做饭做多了，自然就会了。 “王
中华说。

王中华告诉记者， 目前，温
州商学院已经追授丁俊雷和李

韦剑为“终生教师“，学院的师生
日前发起募捐， 筹集近百万元，
帮助丁俊雷的家庭渡过难关。王
中华说：“俊雷曾说过， 他的人
生，一半是行走，一半是支教。我
相信，他不是不在了，而是在另
一个世界实现他更远大的梦想。
而他的事迹，也必将感染更多的
人热衷支教事业。 ”

本报记者 周 涛

6 月 24 日下午，温州商学院两位年轻老师丁俊雷和
李韦剑在赴新疆参加活动的高速公路上发生车祸， 不幸
因公殉职。事故发生后，两人的人生故事被《人民日报》官
微、人民网、《钱江晚报》等媒体报道、转发，感动亿万人。

昨日中午，本报记者驱车 300 里，赶到淮滨县张里乡
徐寨村丁俊雷的家中，分别采访了他的父母、舅舅、老师
及同学，还原了一个挚爱公益、乐于助人、尊老爱幼的“钉
子”老师形象。

本报记者在采访丁俊雷的父母 本报记者 陈奕兆 摄

“钉子”老师与他的团队在山区支教时的合影 （由丁俊雷的亲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