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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德坤 文/图

9月 6日，经过4个月的推荐和
评选，来自舞钢的李万军、刘延利夫妇
入选2018“河南最美教师”，同时被授
予“河南省师德教育专家”称号。

“三尺讲台、一面黑板，对于城
里的学生来说再平常不过，可对于
信息闭塞的‘山里娃’来说，却是一
家人的希望和未来。”9月6日临近
傍晚，从郑州参加完“河南最美教
师”颁奖典礼后，李万军紧赶慢赶回
到自己的根据地——舞钢市杨庄乡
长岭头小学，“这次出去算是见识了
大场面，可这个‘小山窝’才是最让
我心里踏实的地方。虽然这个时间
点儿学生已放学回家，但来瞅一眼，
心里的挂念才会有着落。”

位于杨庄乡东南20公里外最
偏远山脚之下的长岭头小学，是一
所服务于周边20多个自然村60余
名孩子、涵盖5个年级的山村小学，
李万军、刘延利是该校6名教师中
的一对夫妇。无论是春夏秋冬还是
黑夜白昼，夫妻二人携手同行，22
年坚守基层教育事业，11年奔走在
蜿蜒的支教山路上，履行着教书育
人的神圣使命，承载着“山里娃”走
出大山的梦想……

初次支教
收获满满苦也甜

2007年，在基层教育岗位上工
作了近10年的李万军、刘延利夫妇
响应杨庄乡中心校号召，到深山区
的雷庄希望小学支教。

刚开始支教时，他们的女儿还
小，学校离家有20公里，不能每天
回家照顾女儿。俩人经过商量，决
定将女儿带在身边，让女儿到自己
任教的学校读书。“初次支教，虽然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可印象最深刻
的仍是条件的艰苦。”李万军说，他
们所支教的学校建在山坡上，一间
屋子既是办公场所又是住宿的地
方，冬天屋子潮湿阴冷，夏天蝎子、
蜈蚣等虫子出没。“有天晚上我正睡
着，迷迷糊糊中听到他喊我赶紧开
灯，一只蝎子爬到他的脸上，这太吓
人了。”刘延利说，那天晚上两人醒
后再也睡不着了，一次次去看有没
有蝎子或者其他虫子爬到熟睡的孩
子身上。

有一次下大雪，通往学校的山
路坡陡路滑，他们一家三口差点滑
下山沟……李万军常念叨这件事，
是因为当时村干部听说后，当即号
召全村群众顺山路扫雪除冰。“乡亲
们的举动让俺感触很深，他们是在
用最朴实的方式欢迎俺，也想留住
俺，俺要对得起这份信任。”李万军
说，条件再艰苦，他们夫妻俩从未打
过退堂鼓，“早些年经济条件差，只
有一辆破自行车，无论刮风下雨，俺
两口每周日下午都是准时带着女儿
赶来，在山路上骑骑推推、上上下
下，从未耽误过一堂课。”

付出终有回报，在雷庄希望小
学支教的短短一年时间里，他们所
教的学生历史性地考出了全乡第一
名的好成绩，同时，二人也双双获评
当年的“舞钢市优秀教师”称号。

创新教学
架起留守儿童“连心桥”

2011 年 9 月，杨庄乡瓦房沟希
望小学教师资源急缺，李万军、刘延
利再一次主动请缨前去支教。“100
多个孩子只有校长一人，既要管理

又得教学，忙里忙外，教学质量不能
保证。”初到瓦房沟希望小学，学校
的现状让李万军深感意外，“我们俩
刚一进校，就被孩子们围了起来，一
双双渴盼的眼神，让我们下定决心：无
论再苦再累也得留下来做点儿事。”

李万军主动担起学校教导主任
和五年级的教学工作，刘延利则勇
挑三年级教学工作和校少先队辅导
员重任。山区孩子信息闭塞、阅
读量小、知识面窄，夫妻俩就把
自己家里的书籍带到学校建起
了第一个“校园图书角”；看到孩
子们穿着破旧，二人就隔三岔五
地把自己孩子的衣服拿给他们
穿，孩子们有时候禁不住称呼刘
延利为“姑姑”。自己的女儿却
常常反问：“你俩到底是他们的
爸爸妈妈还是我的爸爸妈妈？”

山区小学留守儿童比重大，为
准确掌握学生情况，二人通过家访，
有的放矢制订学习成长计划。三年
级学生晓雪（化名）性格倔强又沉默
寡言，还经常不交作业。夫妇俩到
晓雪家走访，才得知她的父母长期

在外打工，爷爷年迈、奶奶患病，对
孩子疏于管理。此后，二人便经常
找晓雪谈心并给予心理疏导。经过
精心辅导，晓雪的性格发生了明显
变化。“孩子成绩提高不少，多亏了
他们俩，俺聪明的孙女又回来了。”
时隔多年，晓雪的爷爷对李万军、刘
延利二人的用心付出仍充满感激。

在刘延利的家访记录簿上，清
晰地罗列着每一名孩子的学习、成
长难题和事迹。刘延利还在这所山
区小学首次开通了“亲情热线”，把
每位外出务工家长的电话号码记在
日记本上，并及时将孩子的进步和
变化与家长沟通，架起了留守儿童
与在外务工父母的“连心桥”。

无悔坚守
爱在山间流淌不息

2013年，杨庄乡中心校安排李
万军到长岭头小学担任校长一职，
夫妻俩二话没说，卷起铺盖转移支
教“战场”。“长岭头小学是我们乡里
条件最艰苦的一所学校，既然组织

需要我，我就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到
了这里。”李万军说。

6年间，李万军从改变学校的
校容校貌入手，带头粉刷了两层教
学楼，并为每个教室配备了多媒体
教学设备；改造学校供电线路，让电
风扇在夏日里带给学生一丝凉爽；
为每个学生更换了崭新的课桌
椅。细心的刘延利从电脑上挑选
舞蹈教学课程，摸索自学后，再利
用课余时间给孩子们上大课，为
他们排练舞蹈，培养、引导孩子的
兴趣爱好……从 2014 年开始，在
杨庄乡中心校历年举办的文艺会演
上，长岭头小学的孩子们所表演的
节目一直蝉联第一名的好成绩。送
孩子们去演出的司机师傅感慨了一
路：“原来山里的娃娃哪有这些课
程，现在不但填补了空白还总是拿
第一，这俩人可真是不简单。”

2016 年，李万军、刘延利夫妇
喜添二宝。为了不耽误给学生上
课，刘延利休完产假后便把孩子一
起带到了学校。刘延利说：“当时家
里的老人都急哭了，让俺想办法调
回来工作，而我和他爸的心里一阵

无奈和酸楚，只能答应老人一定会
好好带孩子。”今年暑假过完，为了
能腾出更多的精力照顾学校和山里
的孩子，俩人商量后决定尽早把二
宝送进幼儿园，可因为村里没有幼
儿园，李万军夫妇只得在城区为儿子
报了名，可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每天
谁来接送儿子。最终，俩人决定“花
钱雇人接送”。“咱不能因为个人的困
难就耽误了山里娃儿的学习。今年
假期，已经长大了的女儿还嗔怪自己
从没享受过好的学习环境，可哪一个
孩子不是父母心头肉啊！”刘延利说，
每每想到我们上课时闺女孤独地在
趴在校园一角板凳上画画的情景，
心里就挺不是滋味儿的。

采访间隙，刘延利的电话突然
响了，电话那头儿传来一个稚嫩的
声音：“刘老师，您是不是也已经开
学了？俺又想您了……”刘延利解
释说，这是在瓦房沟希望小学支教
时一个叫张文文的女生打来的。“这
个妮儿经常给我打电话，而类似的
电话、信件问候平常有很多，这个时
候是我最感欣慰的，想到这些，什么
劳累都会觉得无怨无悔。”

支教“夫妻档”爱洒满山冈
——记“河南最美教师”李万军、刘延利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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