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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至周五，每天早上5
点 40分，郑定坤习惯性地睁
开眼睛，起床、洗漱，6点前到
达教室，带学生去操场做操，
然后是早读、上课……除了
吃饭时间，一直到晚上 10 点
宿舍熄灯查完寝，他都在忙
碌。这是他工作的日常，也
是他生活的日常，而这样的
日常他坚持了3年。

今年31岁的郑定坤是平
顶山市一中附属初中（市七
中）的物理老师，也是学校八
年级年级主任兼公寓办主
任、办公室副主任。与他同
事近 3 年，我时常被他任劳
任怨、舍小为大、甘于寂寞的
精神打动。他对教育的坚守
与执着、真心与热爱，时时感
染着我。

“ 把 学 校 当 作 自 己 的
家”，郑老师是这句话的践行
者。作为年级主任、班主任，
他平时陪学生一起住校，周
末才回家。无论刮风下雨，
他一定会在学生们上早读之
前来到教室，早读期间检查
学生们的读书状态，上课的
时候巡查学生们的学习情
况，并及时提醒那些走神的
学生进入状态。每天坚持在
两餐过后，去每个班督促学
生保持安静，快速投身学习
之中。他的教育教学工作量
大、任务多，经常加班加点，
但他从不叫苦叫累。“我是个
党员，站在这个岗位上，就得
对得起这个岗位，就得给学
生的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增添
动力。”这是他经常说的话。

郑老师的妻子是一名乡
镇教师，工作地点离家很远，
家里两个孩子，一个4岁，一
个才1岁，都需要照顾。为了
安心工作，他让母亲把老大
带回了老家。为不耽误妻子
的工作，他又专门请了保姆。

2014 年，郑老师的父亲
诊断出患了癌症，在郑州接
受治疗和手术。2018 年，父
亲的病情复发，每隔两周需
要到郑州住院化疗一次。为

了不让他分心，每次化疗父
亲都自己坐大巴去。有一次
化疗后，几天没吃饭的父亲
实在走不动了才给他打电
话，他请假到郑州陪了3天。
除了结婚，这是7年来他唯一
的一次请假。其实每次父亲
化疗，郑老师都很牵挂，但为
了学生，他选择在学校坚守，
并把积极的状态留给学生。
去年冬天，郑老师的父亲再
次化疗，当时临近春节，学生
们快要期末考试了，他又一
次选择了坚守，只是利用周
末时间奔波在学校与医院之
间，以尽孝心。

在郑老师心中，学生没
有 好 坏 之 分 ，只 有 成 长 差
异。“要用欣赏的眼光看学
生，用宽容的心态对学生。”
他的班里曾有一个转校生，
刚来时成绩不好，比较注重
化妆，家长急得不行又无可
奈何。郑老师反复找她谈
话，尊重她的爱好，包容她的
脾气，和风细雨教导她，慢慢
地，这个学生把心思用到了
学习上，成绩也上去了，家长
松了一口气。因为郑老师善
于与学生打交道，其他老师
遇到与学生沟通不畅的情
况，也会让他帮忙处理。而
他每次都当仁不让。

这段时间我参加市委党
校第50期中青班培训，到学
校的时间少了，有时打电话
给郑老师了解情况，他总把
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又总
是谦虚地说自己没做啥。

“三尺讲台存日月，一支
粉笔写春秋。”中学教师的
工 作 ，没 有 惊 天 动 地 的 壮
举，只有平凡琐碎的坚持。
正如郑老师所说，“都很普
通、很平凡，如果非得说什
么，那就是把简单的事坚持
下来。”

正是因为有一群像郑老
师那样坚持把简单的事情做
好的老师，才有了孩子们的成
长、成才。

三尺讲台存日月
□王东辉（河南平顶山）

飞舟竞渡白龟湖
□齐屹（河南平顶山）

王正伟，两米左右的个头，精
神矍铄，若不是脸上有些皱纹，看
不出他已五十出头。

最近一次见到王正伟，还是在
市委党校第50期中青班学习期间
去水上运动学校调研时。初春的
寒意还未退去，白龟湖边出奇地
冷，他正热情地谈论学校下一步
备战省十四运会的训练计划。特
别是在船库里，他如数家珍，介绍
着每条船的历史和所获得的成
绩，一艘艘赛艇就像他的宝贝一
样。言语间透露着对学校的热
爱，以及对近年来学校面貌快速
改观的自豪和兴奋。

这个有着16年党龄的老党员，
对自己从事的赛艇教练事业充满
了感情。从小练赛艇的他，1991年
从省专业队退役后，没有回老家洛
阳，而是选择了平顶山，刚工作两
年组队代表我市参加省七运会就
取得了全省赛艇项目团体第一名
的好成绩。这让省内其他市的同
行羡慕不已。但王正伟认为是平
顶山的训练环境成就了他的爱好
和事业，他说，这里是他的第二故
乡。

很多家长没听说过赛艇运
动，觉得不如让孩子出去打工更
实际。王正伟刚上班时，发现个
好苗子桂晓菊，家住深山，地处
偏僻，又不通车，他就步行二十
多里山路，去做家长的工作，一
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第
五次，在他的执着和感召下，桂
晓菊的母亲含着泪同意了让她试
试。“我可把闺女交给你了”，“放
心吧，大姐，我一定把她培养成
人才”。就是这么一试，桂晓菊
后来参加 2001 年全国九运会预
赛夺得了第二名。在水校训练期
间，王正伟时常拿出一些钱买牛奶
等给桂晓菊补充营养，这一买就是
两年。“教练，你像家人一样对我，
我一定好好练，出成绩，不辜负您
的一片苦心。”桂晓菊说。

备战省九运会前的最后
一个冬训，训练特别艰

苦，看到刚刚

训练结束上岸的男女队员浑身湿
冷直打哆嗦，他心疼了，把家里的
电饭煲带到学校炖排骨汤、鸡汤，
给队员加餐，为他们补充营养。
这一坚持又是一个冬季，妻子半
嗔怪地说：“你对咱儿子也没这么
亲过。”他只是嘿嘿一笑：“啥话
啊，那么小的孩子招过来练赛艇，
在家里都是父母的宝贝，我得对
得起人家。”有了家人的理解，他
干得更起劲了，工作30年来，从一
名普通的教练员到训练科长到副
校长，在这期间为平顶山赢得了
省级以上赛事百余块奖牌，获得
过省级劳动模范、个人二等功、平
顶山市建市五十周年“建市功臣”
等荣誉。一路走来，伴随着鲜花
和掌声，他却说这些成绩不是他
一个人的，是他们这个团队共同
努力的结果，更离不开上级领导
的支持。

省十运会临近决赛，夏日炎
炎，正在摩托艇上指挥训练的他，
发觉天气突变，他赶紧组织队员就
近上岸，待到队员全部安全上岸，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湖里的浪已三
四米高，为了保护学校唯一的一台
训练用摩托艇，他和另一名教练不
顾大浪，把艇开回码头。在艇上吐
得一塌糊涂的两个人把艇刚停好，
有高血压的他就晕倒了。后来，他
们获得了那届省运会的团体第一，
他打趣道：“那天训练差点把命丢
了，现在得了第一，也值了。”

但事业终究不会一直一帆风
顺，平顶山队成绩下滑的那段时
间，我能感觉得到他深深的懊恼。
他说，退休前，他要把平顶山水上
项目的成绩重新带回第一方阵。
尽管压力很大，但我看到了他眼中
的坚定。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
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
劈浪鸣千雷。”认识王正伟多年，
我被他的精神深深感动。在他的
感召下，他曾经的队员，拿过亚
锦赛冠军的李亚俊也回到平顶山
带队。我想，这也是一种精神的
传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