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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上 7 时 10 分，王花枝老师

从家里出发，沿着山路步行40分钟左

右，在8时前准时到达丑泥口小学，准

备给学生讲课。

丑泥口村由12个自然村构成，丑

泥口小学就坐落在丑泥口村的一处半

山坡上。王花枝老师的家在丑泥口村

的西沟村，距丑泥口小学有五六里的

山路。长久以来，这里是泥泞的山路，

连汽车都开不进去。直到 2016 年，

“村村通”工程将这条山路的路面做了

硬化，王老师上下班的路才好走了。

9 月 5 日，安顿好学生之后，王花

枝老师带着记者一行人体验了一次她

每天走的路，只不过这次，一行人是驾

车而行。

汽车从丑泥口小学出发，沿着一

条不显眼的小路一直向山中驶去，路

面狭窄，仅容一辆车通过。

“这已是硬化过的路面了，比以往

好走多了。”王花枝老师说，以前，她从

来不穿带跟儿的鞋上下班。这次是因

为记者要来采访，同事们特意建议她

穿了一双“猫跟儿鞋”。

1999 年 7 月，王花枝老师从南枪

杆小学调到丑泥口小学任教，到今年9

月份，她已在丑泥口小学工作 19 年

了。19年间，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寒冬

酷暑，她每天往返要走 10 多里山路，

从没耽误学生一节课。

有一年冬天，山里的雪下得很

大。山路本就狭窄崎岖，雪后路滑，稍

不小心就可能滑到山谷中。乡邻都劝

王老师别去上课了，说耽误一节课没

事儿。可是，王老师说，“不行，学生都

等着上课，我怎么可以不去呢？！”于

是，在五六里被冰雪覆盖的山路上，她

也不知摔了多少跤，一步一滑地走向

学校。鞋底结了厚厚一层冰雪，鞋里

是融化的雪水，膝盖也受伤了，但她没

有迟到，在上课铃敲响前赶到了学校，

也顾不上喝一口热水暖一暖，就开始

给学生们上课了。

山路在半山腰处一路上坡，路的

一侧是几十米深的山谷，沿途还不时

有山野灌木探到路面上方，记者一行

着实捏了一把汗。偏不巧，迎面开来

一辆车，王老师赶紧下车，好一番指挥

……终于到了王老师所在的西沟村村

口。五六里的山路，一行人开车用了

十几分钟。

王老师说，山路狭窄崎岖，骑自行

车或者电动车都不行。因为坡太陡，

上班是一路下坡，很危险；回家是一路

上坡，更是难。所以，她就干脆走路上

下班，至今已经走了19年。

山路五六里，步行往返19年

山路崎岖五六里，她已走了19年

9月5日，石家庄市灵寿县南营学区丑

泥口小学，王花枝老师8点半准时开始为二

年级的三名学生上课。讲完二年级的课，她

又要照顾同在一个教室的7名新入学的幼

儿班孩子。坚守在灵寿山区，以这种方式教

学，王花枝老师已经干了32年。

王花枝老师今年53岁，1986年5月开始

做代课老师，1999 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正式

入编。从教32年，王花枝老师把一批又一

批学生送出了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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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 32 年，王花枝老师
把一批又一批学生送出大山，
自己却一直守望在深山内，每
天往返在那狭窄崎岖的五六
里山路上。

记者给王花枝老师算了
一笔账：不算她19年前上下
班走过的路，单说她到丑泥口
村工作的19年来，每天往返
在五六里的山路上，一周5个
工作日，每周至少走50里山
路。19年，每年两个学期，每
个学期按20周算，每学期至
少走 1000 里山路，每年至少
要走2000里山路。19年，王
花枝老师走了至少38000里、
合计19000公里的山路。

19000公里！沿赤道绕地
球一圈儿是40075公里，也就
是说，仅在过去的19年中，王
老师上下班走过的山路，就相
当于沿赤道绕地球半圈儿了。

在王花枝老师的同事心
中，王老师是一个“不要金杯
银杯只要口碑的老师”，王老
师教学与做人的口碑很好，教
学更是取得了不少成绩：2005
年发表论文《语文教学艺术美
探微》，获国家级一等奖；发表
论文《让孩子感触思考的世
界》，获市级优秀奖……今年
8月，被石家庄市教育局评为

“优秀乡村教师”……
“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好妻

子，但我确信自己是学生的良
师。”

诚如斯言。
今年5月，当学生张梦玲

和家长一道，将一面写着“爱
生如子、教学有方”的锦旗送
到王花枝老师的手中时，她感
动得热泪盈眶……

为19000公里点赞

9月5日，在丑泥口小学的教室里，王花

枝老师为二年级的三名学生讲了本学期语文

第一课《小蝌蚪找妈妈》。王老师问，“谁能读

生字？”记者注意到，三名学生里有一名学生

没有举手。课后，王老师说，这个孩子刚上一

年级时就说，“老师，俺学不会。俺不想上学

了。”她就开导这个孩子说，“不要着急，一点

儿一点儿来。”经过长时间地耐心辅导，这名

学生最终坚持了下来。

2010年，一个名叫小昭（化名）的学生，母

亲去世，父亲又长年在外工作，跟七十多岁的

奶奶一同生活。因为缺少家庭的关爱，小昭

经常犯小错误。王老师知道她家的情况，没

有批评她，而是用母亲般的爱关心她、爱护

她。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早晨，小昭只穿了一

件薄薄的秋衣，冻得直哆嗦。王老师脱下自

己的外衣，给她穿上。当时，小昭含着泪说，

“老师，我以后再也不淘气了，一定听你的

话。”从那以后，小昭严格要求自己，学习也努

力了，成绩有了很大的提高。

从教32年，王花枝老师也收获着感动。

1995年，王老师还在南枪杆小学任教，担

任三、四年级的全部课程。快期末考试了，由

于教学任务重时间紧，她都顾不上喝一口水，

口腔严重溃疡，吃饭时疼得直咧嘴。家人建

议她去看医生，但她挂念学生们的学习，不肯

请假，只是利用中午和放学后的时间，跑到十

几里外的医院看了看。有一天，她走进教室，

发现讲台的桌子上摆着一杯水。她正觉得奇

怪，孩子们说话了，“老师，这是我们给您准备

的水，快喝了吧！”

王老师说，当时她的眼睛就湿润了。这

份感动，至今还装在她的心里。

她用爱从教，学生报以感动

在丑泥口村的西沟村村口，车停

下了。因为王老师家在山沟里，车开

不进去了。一行人又沿着山路步行，

来到山谷里一处绿树掩映的简陋房子

前，这就是王老师的家。

王老师的家没有院墙，上个世纪

80 年代盖的老房子，椽子已经变黑。

屋子陈设简陋，却不失整洁。墙上挂

着年代感很足的大相框，里面是王老

师历届学生的毕业照，或者是王老师

与同事们的合影。

王老师说，现在这个家里只剩八十

多岁的老公公和她了，她的丈夫去看小孙

子去了。她因为要给学生上课，不能帮忙

看孩子。她说，作为一名教师，她没有因

为自己的私事耽误过学生一节课。

2006年冬天，王老师的丈夫得了

严重的肺穿孔，在石家庄市住院两个

多月，需要照顾。家里，儿子还正在上

学，公婆都七十多岁了，年老多病。王

老师不想耽搁学生们上课，只能劳烦

表妹去帮忙照顾病人。那段时间里，

家里琐事繁多，丈夫身体不好，生活的

重担压在王老师的身上……但王老师

没掉过一滴眼泪，始终坚持在教学第

一线，没耽误过学生一节课。

王老师说，“我自认为不是一个好

妻子，但我确信自己是学生的良师。”

家里事情再多，也不耽误一节课

震 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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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步行上下班每天步行上下班，，五六里的山路王花枝老师走了五六里的山路王花枝老师走了1919年年。。王花枝老师在辅导学生王花枝老师在辅导学生。。

王花枝老师在给学生们上课王花枝老师在给学生们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