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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鸿飞 郭营战 文/图

从汝州市区沿 207 国道

驱车过黄岭、朱沟、段子铺，到

马窑右转，就是有着“汝州最

美公路”美名的县道——靳马

线，向西盘山再行驶10公里，

左转过一座爱心桥，再左转爬

一个 60 度的坡，群山环抱的

大峪二中就在眼前了。

9月 6日上午，作为校长，

许运锋代表大峪二中再次走

上大峪镇庆祝教师节大会主

席台，接受表彰奖励。今年，

是他在这所学校特岗教师岗

位上守护服务山里孩子的第

14个寒暑。

“当时报考特岗教师，已

经做好了去乡村小学当教师

的思想准备，但没有想到大峪

二中竟然这么偏，完全超出了

我的想象。”回忆起第一天来

校报到，许运锋记忆犹新。

2009 年 8 月 30 日，许运

锋通过特岗教师考试被分配

到大峪二中任教。那天，他从

汝州城区乘坐城乡公交车找

到了学校。那一年，道路没有

现在这样平整，路旁的洗耳河

上还没有桥，许运锋是头顶着

被子踩着河里的石头过的河，

然后爬坡来到了学校。

那时，大峪二中只有20多

名老师，200多名学生……一切

的一切，令许运锋感觉到心凉，

“当时心里只想着按照规定干

够3年，然后再转个条件好一

点的学校。没想到一干就是

14年，越来越喜欢上这个偏僻

的学校了。”

作为学校引进的第一个

本科学历教师，学校当时对许

运锋寄予厚望，关怀备至。“赵

振强副校长给我安排好食宿，

王振德主任指导我教学，范万

江主任关心我的生活。他们

的热情、真情，感染打动了

我。特别是赵振强副校长给

我谈理想，谈教师的职业素

养，还帮助我制定个人发展规

划，让我感受到了他们对于一

个青年教师无微不至的关怀，

以及对我的期望。”

上岗后，年轻的许运锋就

挑起了八年级语文、七年级历

史的教学担子，并担任八（一）

班班主任。

□张鸿飞 郭营战 文/图

汝州市蟒川镇娘庙村，一个普普通

通的农家小院里，张贺靖正在院子里照

看患有脑瘫的哥哥，看到奶奶胳膊上搭

着一条毛巾走进来，就赶

紧上前给奶奶打水。爷

爷张国从屋里慢慢

走出，看到勤快的

孙女，笑着夸道：

“靖靖一回来，

我就感觉轻松

多了。”

这 样 的

情 景 ，对 在

蟒川镇一中

读7年级、今

年 13岁张贺

靖来说，几乎

天 天 都 在 重

复，很平常。

张 贺 靖 的

爷爷张国去年做

了心脏支架手术，

现在走路都不敢太

快。说到三年来家里

发生的一系列变故，张

国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儿子、儿媳一直在浙江丽水打

工，去年 5月 27日厂里发生事故，

儿子骨盆严重骨折，至今还在当地医院

治疗，儿媳在那伺候他，每个月都需要

上万元的医疗费。”为了让这个家的生

活继续，65岁的张国在附近的果园干

了一份日收入70元的零工。

由于家中发生重大变故，张贺靖一

家现在是脱贫监测户。在这样的家庭

中长大，张贺靖比一般的孩子懂事许

多。

张贺靖有一个习惯，回家做完作业

后，总是先做家务，然后和患有脑瘫生

活不能自理的哥哥说说话，或拉着他的

手去门口玩耍。

张国指着堂屋东墙上满满的奖状

说，靖靖的学习都是靠她自己努力，从

小学到现在一直都是班里的前三名。

孩子很听话，从不乱花钱，去年去镇里

上六年级后，更懂得节约了。

张贺靖说，娘庙村虽然是山区村，

但学校离家很近，她从不让爷爷奶奶接

送。

在小学 6年级班主任张旭昆的眼

里，张贺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她很自律，平常都是主动完成老师布

置的各种作业。在六年级两个班中，每

次考试她基本都是第一第二名。她不

仅自己学习好，还主动帮助班里其他的

学生。学校、班级组织活动，她也积极

参加。”

让张旭昆最难忘的，是今年 6 月

底小学毕业前夕，张贺靖第一个给老

师写了一封感谢信，信写得不长，但让

张旭昆很感动，因为张贺靖的每一句

话，都在感谢老师一年来对她的教育

和帮助。

别看张贺靖

只有13岁，但她的

文静里有着同龄段孩

子 所 没 有 的 稳 重 成

熟。说到未来的想法，张

贺靖腼腆地说：“家里的情

况我都知道，爸爸还在外地住

院，妈妈也在医院陪着爸爸，想

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就和他们在微

信里视频通话。我现在唯一的梦想

就是努力学习，将来成才了，才能为家

里做点事，让这个家幸福起来……”

一旁的张国安慰孙女：“好好读书，

家里的事情你不用管。”

9 月 6 日上午，蟒川镇一中 7（2）

班，老师说，张贺靖学习不错，分到了这

个班。“张贺靖的情况，以前我也知道一

些，到她家家访后，才知道她家遭遇了

这么多变故。既然她在我们学校读

书，学校就会在学习和生活上关照

她。”蟒川镇一中副校长张民选说。

“谢谢你们，我会好好读书的。”张

贺靖轻声说道。

□郭营战 刘霄 牛向涛 文/图

8月 30日上午，汝州市临汝镇

西营村南侧，只有两条小街的新高

庄自然村，周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

庄稼地，即将成熟的玉米穗沉甸甸

地插在绿叶间。

在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即将

去南开大学读博士学位的文静女孩

高迁迁，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和父母

搭着话。“这些证书啥的都不带了，

被褥通过物流发到学校吧，研究的

东西都在电脑里存着。”“好吧，妮，

去学校了注意身体，不要坐太久，家

里你不用操心，你两个弟弟都在外

打工，都能挣些钱，还能补贴家里。”

新高庄，一个只有 160多口人

的小村庄，十几年前因为修建涧山

口水库，整村迁移到这里。新村成

立后，高迁迁是全村走出去的第一

个博士研究生，这让乡亲们脸上很

有光彩。

“我在汝州一高读书时学习并

不是太好，第一年高考考得不太理

想，复读了一年，考上了河南师范大

学，学的是工程材料专业，当时在河

师大是个冷门专业，只有一个教学

班，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发展前

途的专业，所以学习很努力。本科

四年上完后，顺利考取了河南大学

材料学院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专注太阳能电池的研究方向。”言语

不多的高迁迁，朴实，真诚。

太阳能转化为电能，转化率是

个国际性的难题。“我研究的是薄膜

太阳能电池，当时对于自己最大的

压力其实是精神压力，因为太阳能

转化为电能，从理论上可以达到

30%，但实际上目前只有十几个百

分点，技术突破困难重重。为了研

发新产品，提高转化率，印象中每天

在实验室待的时间都在 12个小时

以上，饿了就在楼下餐厅简单吃点

饭，继续回到实验室工作”，高迁迁

回忆说。

“这张是去年学校发的奖学金

证书，这张是省教育厅发的奖学金

证书，还有这张含金量最高的，是教

育部颁发的国家奖学金证书……”

高迁迁展示着她这些年来获得的奖

项和证书。

天道酬勤，3年硕士研究生生

涯，高迁迁和科研小组在导师的指

导下，逐步将光电转化率提升到

16.6%，她撰写的3篇论文在科技期

刊上发表，其中她和科研小组成员

共同撰写的《Over16%Efficient-

Solution-ProcessedCu（In，Ga）

Se2SolarCellsviaIncorpora-

tionofCopper-RichPrecursorF-

ilm》一文，发表在瑞士的知名科研

期刊Smallmethods上。在河南大

学就读研究生期间，她多次荣获学

校、省教育厅、教育部颁发的奖学

金。因为在纳米研究领域取得的突

出成果，高迁迁还获得了NanoRe-

search颁发的奖学金，该期刊是清

华大学和中国化学会主办的知名国

际学术期刊。

“咱就是一个普通

的老百姓，十几年

前，我贷款

31 万

元买了一辆货车跑物流运输，迁迁

上大学时的费用，靠助学贷款交学

费，生活费靠我跑货车供给。迁迁

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学费都是靠的国

家助学贷款，现在已经有好几万元

了，再加上以前买货车的贷款没还

完，现在家里还欠着十几万元外

债。这么多年让她继续上学，看着

孩子一点点进步，能够成才，这是做

父母的最大的期望和收获，家里再

困难，也要供她读书。”高迁迁的爸

爸说道。

“爸，你放心，我读博士了，发

的有补助，基本上可以顾住自己

了。你们这些年供我上学，真的不

容易，等我参加工作了，好好报答

你们。”高迁迁拉着爸妈的手，动情

地说。

“从上大学起选择了这个

冷门专业，一直读到现在，

我越来越喜欢上这个专

业，将来博士毕业了，我

想进入科研院所，继

续我的研究方向，为

国 家 和 社 会 做 一

些 贡 献 。”高 迁

迁憧憬着自己

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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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贺靖
在逆境中向阳而生的小姑娘 弹指一挥间，14个寒暑春秋转瞬即逝。

现在的大峪二中，初中在校生有近 500名，还

有特别为周边村庄五六年级学生就近入学增设的3

个班。为了让每一位教师安心教学，学校建设了教

师周转房，安空调、通网络，教师办公室、学生宿舍也

配备了空调，教室里安装了多媒体教学设备，厕所变

成了水冲式，办学条件极大改善，校园如花园。

由许运锋牵头总结的师生“规矩养成训

练法”等教育教学方法、规章制度，已成

为大峪二中的特色和成果。近年来，

大峪二中的教育教学质量一直处于

汝州市同类学校前列。“非学无以广

才，非志无以成学。”这是大峪二中

迎门办公楼一层走廊顶部悬挂的

一段名人名言，出自诸葛亮的《诫

子书》。像这样的名人名言和警

句，校园里几栋楼的每一层走廊顶

部，仰首迈个六七步，就可以学一条。

这一条条名人名言和警句，宣示

了许运锋和大峪二中教职工守护服务山

里孩子的拳拳赤心。

14年来，许运锋扎根山乡，与有着一样的理

想一样的初心的老师，携手为山里的孩子“掌灯”，

照亮他们的人生路，教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懂得用知识改变命运。

14年来，许运锋先后被授予“汝州市教育系统

先进个人”“汝州市最美特岗教师”“汝州市师德标

兵”“平顶山市首届教书育人楷模”“平顶山市第七

届名校长”“河南省教育系统优质课”获得者等 50

余项荣誉。

“看到孩子们用知识改变了命运，这是老师

最大的成就。扎根山乡，让更多的孩子用知

识打好人生的基础，是我永远的追求。”

许运锋说。

2012年 12月的一天，家住高岭村的学生小何，过了周

末之后没有按时返校，许运锋立即与他家联系，得知他因为

学习成绩不是很好，不想上学了。第二天，许运锋骑着摩托

车，翻山越岭去家访。看到小何家没有院墙的三间低矮瓦

房，许运锋一阵心疼，“我一定要说服他返校继续学习，如果

没有知识，他靠什么改变命运呢？”

经过聊天谈心，小何最终被老师的一片真情和热心感

动了，乘坐许运锋的摩托车回到了校园。

“在这之后，我召开班委会，让班里的学生在学习上多

帮助他，我也在课堂上多关注他，先找简单的问题提问他，

他回答正确的时候就表扬，并且坚持一个月至少找他谈一

次话。”就这样，经过半个学期的努力，小何的学习成绩渐渐

提升，最终顺利考入汝州市二高。

许运锋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山里的孩子从小放羊，别

人问他放羊干什么，他回答说放羊挣钱娶媳妇，别人又问他

娶媳妇之后干什么，他回答说生孩子，然后孩子继续放羊。

这个故事令许运锋倍感心酸，“山里的孩子太难了，必须靠

知识改变命运。”

许运锋说，他最大的欣慰，是看到他曾经教过的每一名

学生在用知识改变当“放羊娃”的命运。

从一线教师，到教务主任，再到党支部书记、校长，许运

锋一步一个脚印，迈得格外扎实，他热爱的事业也有了传

人。当年他教过的学生张闪，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大峪二中

当老师。此外，有的学生选择了一路学习不断深造，甚至读

到了博士研究生。这些学生，经常回来探亲看望老师、看望

许运锋。

许运锋
守护山里孩子14年的

特岗教师

许运锋说，他永远忘不了那袋红薯。

大峪二中地处深山区，主要招收该镇西片11个村庄的

农家子弟前来就读，家庭困难学生居多。随着岁月流逝，大

峪二中的师资队伍年龄结构趋于老化。“初次登上讲台，内

心很激动，也有惶恐，当看到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时，我

感到这群孩子是多么可爱啊！”

许运锋直到后来才知道，当得知学校要分配过来第一

个本科毕业的老师教他们时，这群孩子激动得不得了。“从

那时开始，我就下了决心，在这里教书期间，一定要把自己

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学生身上，让他们都能学有所成。”

从此，早上他和学生一起起床，一起上操；上课时，他和

学生一起探讨问题，学习新知；下课后，他还会把一些没有

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叫到办公室单独辅导。

在2009年的教师节，许运锋收到了自己作为老师以来

的第一件礼物——签有全班学生姓名的贺卡。“我真的很感

动。”

2019年秋天，一名女学生因为生病，耽误了一周的课

程。为了把她耽误的课程补上，在她返校之后，许运锋利用

课外活动时间每天给她补课，让她及时把耽误的课程补了

上来。“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谁知到下周来的时候，

她给我带了一袋红薯，说是自己家里种的，家长一定要让我

收下，推辞不掉，我收下了。这件事让我感动了很久，我只

是做了一名教师应该做的，但是学生和学生家长对我的感

激却溢于言表。从此我明白了，只要是我们真心的付出，就

一定能换来学生的真心对待，用爱心教育学生，收获的也一

定是爱心。”

2014年，与许运锋同为特岗教师的妻子刘吉利也来到

了大峪二中，现在7年级担任语文教师。

一袋红薯让他决心留在山区任教

最欣慰的事是看着学生一天天成长

不变的是情系山村学生的初心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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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迁迁获授硕士学位 资料图片

高迁迁在修改论文

张贺靖在课堂上

许运锋

刘吉利和学生聊天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