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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在课堂上辅导学生学习 乔炜到宿舍探望身体不适的学生

□本报记者燕亚男文/图

她是学生心目中的“妈妈”，她是青年
教师嘴里的“云姐”，她是丈夫眼中的“大
忙人”，她把忠心献给了事业、把爱心捧给
了孩子、把安心留给了家长。她就是今年
教师节前夕被评为“出彩河南人”之2020

“鹰城最美教师”的李云。
今年 45岁的李云，是叶县常村镇实

验学校的一名教师。扎根大山任教 23
年来，她用满腔热情履行一位教育工作
者的神圣职责。这一切，都源于一个

“爱”字。

学校是她的第二个“家”

9月 7日，记者来到常村镇西塘山下
的常村镇实验学校，刚刚下课的李云回到
办公室整理资料。

“党建文件”“主题党日活动”“党员管
理”……办公桌上，一排红色的党建资料
本整齐地摆放着。一旁放着学校老师们
刚刚送来的《教师拒绝参加有偿补课承诺
书》，还有李云整理的开学安全教育第一
课的教案等。办公桌里面一帘之隔则是
她平时休息的地方。李云既是五（3）班班
主任兼数学老师，也是学校的副校长，负
责学校的安全、德育、党建工作。

“刚开学，事情比较多。我们学校是
寄宿制学校，学生们周日下午到校周五下
午离校，学生的学习、吃饭、住宿、思想，点
点滴滴，都得操心。”李云沙哑着嗓子说，
在这期间，她既是孩子们的老师，又是孩
子们的“妈妈”，操心着班上每一个学生的
学习和生活。

李云的家就在常村镇，离学校并不
远，但她平时吃住都在学校，一周回一次
家。可以说，学校就是她的第二个“家”。

“我来到这个学校已经快6年了，‘云
姐’办公室的灯永远都是最后一个关的。”
学校的郑亚文老师说。

六（3）班的学生何启恒和六（6）班的
霍饰奕说：“在课堂上，李老师讲课非常认
真，在生活中，她就像妈妈一样无微不至
地关心和照顾着我们。”

深入山村家访

时光回到 1998 年，从站上讲台的
那一刻，李云的心便在常村镇实验学
校扎了根。

“跟孩子们在一起，我才觉得踏实、满

足。”李云说，每个新学期的开始，她都会
在一个月内想方设法摸清学生的性格、兴
趣爱好、优缺点以及特长，然后进一步了
解家庭情况，哪些学生是双留守儿童，哪
些是单留守儿童，哪些是独生子女等，然
后有针对性地给予学生帮助。

2018年，李云帮扶了4个住在偏远山
村里的学生：南马庄村徐小丽，八里坪村
郭小军，海庄村刘鑫鑫，叶家沟村徐小
玉。每周末，她都会去学生家家访。在八
里坪和叶家沟都有一段两公里左右的泥
泞山路，遇到下雨天，路特别难走，但她依
然挽起裤腿深一脚浅一脚地徒步去家
访。每次回到家，天都已经黑了。一个人
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她也会害怕、无助，
但想到家长感激的笑脸，孩子进步的表
现，她浑身又充满了力量。

23 年来，李云在学校担任过很多职
务，数学老师、班主任、政教主任、工会主
席，一直到现在的副校长，但她最爱的还
是当老师。

亏欠最多的是家人

自从教以来，李云几乎把全部的心血
倾注在学校，把全部的热爱给了学生，却
对自己的家人充满愧疚。“两个儿子从小
到大都是婆婆在照顾，婆婆从来没说过什
么，很支持我的工作，我既感动又自责，但
更多的还是感激和鼓舞”。

李云的大儿子龚仟洋说：“小时候
曾经很不理解我妈咋那么忙，长大后也
就渐渐理解了她对工作的认真和热爱，
她的这份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我。我
的梦想也是当一名老师，不过，今年高
考发挥失常了，与师范学院失之交臂，
但是到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希望能实
现自己的梦想。”

2017年2月，李云的婆婆因心脏衰竭
住进了郑大一附院，把婆婆安置好后，她
饭都没有顾上吃，就匆忙坐车往学校赶，
撇下丈夫龚前程在医院照顾婆婆。

龚前程说：“她是真的爱这份工作，
有时候看到她回到家累得都不想说话，
也很心疼，劝过她不要再当班主任，她也
不听。她责任心很强，做什么事情都必
须做好。”

由于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不懈追
求，李云连续多年获得“市级骨干教师”

“市级优秀班主任”“县级优秀教师”等
荣誉称号。

李云：

扎根山村23载
坚守播撒希望

□本报记者 杨元琪文/图

“干妈，我在这儿哩。快要去部队
了，我来看看您。”9月7日上午，户外蝉
鸣不断，暑气尚未退去，在平顶山市财经
学校大门口，19岁的刘燕军在入伍前与
自己的老师乔炜告别。

“新生们还在会操，你先跟我过去看
看，等会儿去我办公室吧。”两人一边说，
一边向后操场走去。

22岁成为“小老师”

1977 年，乔炜出生于开封杞县农
村。乔炜从小对绘画感兴趣，但由于家
庭条件限制，她未能接受系统的专业学
习。直到上高中的时候，老师发现了她
的绘画天分，鼓励她“遵照内心”，选择自
己感兴趣的方向。正因如此，1996年，乔
炜报考河南师范大学，选择了装潢艺术
设计专业。

1999年，22岁的乔炜大学毕业，在一
次校园招聘会上向现在的单位递交了简
历，然后被录取成了一名教师。“那时班
里最大的学生只比我小1岁，说实话真是
底气不足。”乔炜说，从踏上讲台的那刻
起，她就为自己定下一个目标，那就是不
能让学生虚度光阴，要把自己的所知所
学传授下去。

21年来，乔炜坚守在教学一线，以良
好的师德和个人魅力赢得了学生们的尊
重，她先后获得“省级优质课教师”“河南
省职业教育教学名师”“市新长征突击
手”“市学术技术带头人”“市优秀教师”

“市优秀班主任”“市巾帼建功标兵”“市
优质课教师”等荣誉称号。

从“大姐”熬到“干妈”

43岁的乔炜，脸上已经有了岁月的
印痕，干练的马尾间夹杂着一丝一缕的
白发。采访当天，她的首要任务是陪伴
42名新生完成军训会操。她没有戴遮阳
帽，也没有穿防晒衣，头顶烈日，穿梭在
队前队尾，给同学们加油鼓劲。

“这一周大家辛苦了，那边有水，
渴了自己去拿。”偌大的操场上，乔炜
的嗓子喊得有些嘶哑。“老师，我甲沟
炎又犯了，能不能先回寝室抹药？”学
生丁乐怡从队伍中一瘸一拐地走了出
来，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走吧，我陪
你回宿舍。”

推开宿舍的门，学生张亚双欲起身
迎接，但被乔炜按在了床上。张亚双前
段时间在家做过小手术，尚未完全恢复，
但还是坚持参加了军训。这两天，乔炜
看张亚双实在顶不住了，就帮她请了
假。乔炜安顿好张亚双，就赶忙照顾丁
乐怡。“不好意思，老师，你前两天给我拿
的碘伏和棉签找不到了。”丁乐怡默默低
下了头。“你这孩子，出门在外可要照顾
好自己。这样吧，我先去找两张创可
贴。”乔炜转身下了楼，几分钟后又风尘
仆仆地赶了过来，坐在床边，帮丁乐怡脱
下袜子，贴上了创可贴。然后叮嘱两位

“小病号”有需要打她的电话，然后就又
回到了操场上。

“他们还都是孩子，才十五六岁，到了
学校，我就是他们的家长。”乔炜说，前些
年，自己年轻的时候，学生们都喊她“大
姐”，无奈时光荏苒，现在学生改喊她“干
妈”了，所以就有了刚开始的那一幕。

授之以渔

临近正午，新生会操结束，收拾行装
回家休整。逆着人流，乔炜向教学楼走
去。当天下午，她所带的2018级服装设
计专业学生李晓宇、徐晓东、马倩倩要来
参加集训，为下个月的河南省职业技能
竞赛做准备。趁着学生还没来，乔炜到
教室检查缝纫机、锁边机等设备的使用
状况，顺便打扫一下卫生。

教室位于教学楼 6楼顶层，到了教
室，乔炜没顾上休息，拿着抹布擦拭机
器，一直跟着的刘燕军也赶忙给老师打
下手。“现在不缺教学设备了，真不敢想，
那些年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乔炜说，
2011年，她奉命牵头组建服装设计专业，
2012年，服装设计专业对外招生，当年招
到了 3 名学生。由于当时学校资金紧
张，教学设备的采购工作不太顺利。乔
炜二话不说，自己出钱买来了一台二手
缝纫机给学生用。

为了开阔眼界，锻炼专业技能，最近
几年，乔炜每年暑假都会到外地“打工”，
柒牌、利郎、劲霸、波司登等国内众多知名
服装生产厂家都留下了她的身影。乔炜
说，中职教育的重点是教授学生技能。目
前，她考察了很多本地和外地的服装生产
厂家，希望在校企合作方面有所建树，强
化学生的实践能力，真正做到授之以渔，
让学生们走出校门就能找到“饭碗”。

乔炜：

教书育人20载
从“大姐”熬成“干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