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着重慶高山移民
政策的持續推進，三峽庫區高山的子女
大多隨父母遷移下山，農村小學日漸萎
縮。但受到條件限制，還有一些貧困孩
子不能走出大山，於是便有了這些零星
散落在山旮旯的一個個教學點。

35載艱辛 比大山重萬鈞
從巫山騾坪鎮到蘇家村，要經過30多

公里的泥濘山路。行駛在崎嶇的山路
上，我們經常以為前面不遠處就是路的
盡頭，可是走近了才發現，路呈90度直
角，折向了另一個方向。1個多小時後，
車子終於停在一個寂靜的小山村。村裡

散落着一些土黃色的泥牆房，小學白色
的磚混房，無疑是全村最漂亮的房子。

孩子成材 「就是最大滿足」
一村一校一教師，一室四桌四學生。

這14個字似乎涵蓋了陶朝雷付出的35
年，但其中的點滴艱難算在一起，卻比
大山還重萬鈞。在採訪過程中，陶朝雷
毫不諱言自己的苦惱——「我不擅長做
飯，要是能安排一個炊事員就好了」，
「我是個男老師，等以後3個女娃長大
了，怕照顧起來不那麼方便」……然而
山道難行，交通閉塞，這裡是世外卻不
是桃源，外面的人不願意進山，最後還

是只有陶朝雷一
人，堅守在這座
簡陋的小學，看
着一批批孩子長
大，走出大山。

他坦言，年輕時
自己曾有過猶豫：
留下？還是離開？
最後他選擇了堅
守。日復一日、年
復一年，堅守在群
山環繞、交通不便的小山村裡，堅守在平
凡的三呎講台上。然而對於陶朝雷而言，
這份堅守並不充滿悲情，他感到很滿足，
「當我看到孩子們健康快樂地長大成材，
走出大山，就是我最大的滿足！」

記者在採訪中了解到，在重慶最偏遠

的巫山縣，散落着32個
同蘇家村小學一樣的10
人以下「微型小學」，共
有學生171人。這些鄉村
教學點通常只有1名教師
和寥寥幾名學生，甚至最
偏遠的只剩下1師1生。
但正是這些「微型小學」
的鄉村教師們，開啟了孩
子們最初的知識之旅，延
續着農村教育的血脈。

這是一個不應被遺忘的可敬群體。在
日漸浮躁的當下，他們坦然面對艱苦的
條件、日復一日的辛勞，以無私奉獻、
默默堅守的人格光芒，照亮了一批批鄉
村孩子的的求學之路，幫助一個又一個
貧寒子弟走出大山、奔向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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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三峽庫區腹地的巫
山縣是國家級貧困

縣，土地貧瘠，人均耕地面
積不足1畝。隨着村民外出
務工，以及政府的高山生態
扶貧搬遷的政策支持，許多
村民都搬出了大山，孩子們
也都轉去條件較好的學校就
讀，蘇家村小學的學生人
數，亦從鼎盛時期的100多人，
驟減至現在的4名。

琅琅讀書聲 劃破寂靜
蘇家村小學的教室與普通小學的教室相比，除了略顯

空蕩外，並無其他區別——一張3呎講台放着備課筆
記，孩子們的作業本、課本整齊的擺放在書桌上，教室
前面的黑板用粉筆書寫着一些漢字，黑板上方「好好學
習天天向上」八個大字格外醒目；教室背後的黑板寫着
關於讀書的名言警句，字跡工整。 寂靜的山村裡，不
時從這裡傳出一位老師的講課聲，以及4名孩子的琅琅
讀書聲。
陶朝雷今年已過五旬，家住在本村，高中畢業後就在
這裏任教。他告訴記者，目前在校的4名學生中，10歲
的男孩子羅品濤就讀3年級，另外3個年紀4歲至6歲的
女孩子就讀學前班。4個孩子年紀還小，陶朝雷成為了
他們的老師、炊事員兼清潔員。

年年換教案 馬虎不得
學校每天早上9點上課，下午3點放學，多個年級的

小學課程，包括語文、數學、美術、音樂、體育，全由
他一人教授。除此以外，他早上還要為學生燒水，中午
為學生煮飯燒菜，放學後若天氣不好，他還要走3個多
小時山路護送學生回家。

記者看到，在陶老師的辦公
桌上，擺放着整齊的教材教
案，還有幾本備課筆記。他
說，教1個班是教，教1個學
生也是教，馬虎不得。這麼多
年，雖然學生漸少，課程基本
一樣，但他的備課筆記每年都
不一樣。
「我們班上 3個女孩家較

近，就住在學校後面的坡上，但是羅品
濤家住的很遠，上學要走1個多小時山
路。」陶朝雷回憶，「有一天上午，我
發現羅品濤沒來上學，就給他父母打電

話詢問，可他父母說孩子早就出門了。我不放心，趕緊
沿着羅品濤上學的路一直尋找，結果竟發現孩子暈倒在
路邊。我立刻把他送去看醫生，醫生說孩子可能吃了不
乾淨的東西導致食物中毒，好在情況不算太嚴重！」

雞蛋添營養 無微不至
陶朝雷慈愛地看着自己的4個學生，悄悄地告訴記
者：「孩子們的家庭條件都不太好，我之前一直擔心孩
子們營養跟不上，現在政府有『愛心午餐』，每個孩子
午餐補貼4元人民幣，他們終於能吃上雞蛋了。不過這
個政策只有9年義務教育階段能享受，目前3個女孩還
在上學前班，沒有補貼，得等到今年9月她們上一年級
了，才能享受到這個補貼。」說到這裡，陶老師略顯遺
憾：「孩子們的營養很重要。」
陶朝雷轉而又欣慰地說，現在條件和以前相比已

經好許多，去年重慶市政府推行「暖冬計劃」，為
全市高海拔地區的中小學加裝暖氣，這讓偏僻寒冷
的教室迎來了一個「暖冬」。室外冰天雪地，教室卻
溫暖如春，孩子們的手腳不會再被
凍僵了。

在重慶市巫山縣騾坪鎮，陶朝雷是個遠近聞名
的「熱心腸」，只要鄰里說孩子交不起書本費想
輟學，陶老師立即會上門勸家長，並從自己的薪
水中抽一部分墊付，爭取讓孩子們先上學。
幾年前，有姓馬的兩個小孩到了上學的年紀，但

由於學校與家的路程太遠，且路途中還要穿過野獸
不時出沒的叢林，就幾乎打消了上學的念頭。陶朝
雷得知此事，毅然將兩個孩子接到自己家中長住，
並時常輔導他們的功課。許多陶老師的學生，一旦
提起陶老師，都讚不絕口，心懷感激。

現年52歲的陶朝雷老師告訴記者，他
從1981年2月高中畢業後，就成為蘇家
村小學的一名代課教師，當時每月工資
僅有9塊錢（人民幣，下同）；10年
後，工資漲到100元；2006年他通過考
試轉為正式教師，2007年又評上「小學
高級教師」，他的待遇才有所提升，每
月工資收入有3,504.29元。

棄外出掙錢 篤守教師本分
20年前，村裡的年輕人都外出打工，
親戚朋友勸陶朝雷走出大山掙錢補貼家
用。1個在廣州打工的親戚打電話告訴
他，廠裡正在招工，像他這樣的高中
生，1個月少說也能掙上千元；但是陶
朝雷還是選擇留下來。
「關愛與教育孩子是老師的本分與天

職」，談到選擇堅守的原因，陶朝雷的
回答沒有豪言壯語，平淡卻真實。陶老
師說，自己每天早上6點起床，在家吃
完早餐就去學校打掃衛生，再去山澗裡
給孩子們提水，準備午餐食品。
最開心的事情，就是看到村子裡的學齡

孩子，一個都不少地進入學校學習，健康快樂地成
長，「只要學校還有一個學生，我就不會離開！」

清貧卻富足 18生考上大學
陶老師告訴記者，雖然在物質上自己比較清

貧，但是內心卻感覺很富足。截至目前，他有18
個學生考上了大學，1個學生正在天津讀法律碩
士，自己的一雙兒女也已大學畢業，分別在教育
和金融行業工作；勤勞能幹的妻子包種了幾片田
地種植經濟作物，一家人日子一天天好起來了。
陶朝雷一家在村裡也頗受愛戴，不善言辭的村

民們用質樸的話語告訴記者，「陶老師一家都很
好，他們是好人！」

從重慶主城驅車出發從重慶主城驅車出發，，途經途經66小時高速公路到達巫山縣城小時高速公路到達巫山縣城，，隨後又隨後又

駛過駛過11小時省級公路小時省級公路，，以及以及11小時崎嶇顛簸的鄉村公路小時崎嶇顛簸的鄉村公路，，記者方才抵達記者方才抵達

崇山峻嶺環繞的重慶市巫山縣騾坪鎮蘇家村小學崇山峻嶺環繞的重慶市巫山縣騾坪鎮蘇家村小學。。這所海拔這所海拔11,,000000米的米的

鄉村小學鄉村小學，，全校僅全校僅11名老師名老師、、11間教室間教室、、11間廚房與間廚房與44個學生個學生，，堪稱大堪稱大

山深處的山深處的「「微型學校微型學校」。」。學校唯一的老師陶朝雷告訴記者學校唯一的老師陶朝雷告訴記者：：哪怕只有哪怕只有11

個孩子需要他個孩子需要他，，他也會堅守在這裏他也會堅守在這裏，，決不放棄決不放棄。。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蕊張蕊 重慶報道重慶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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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坳裡的山坳裡的「「微型小微型小
學學」。」。 記者記者 張蕊張蕊攝攝

■■巫山縣騾坪鎮蘇家村小學只有巫山縣騾坪鎮蘇家村小學只有11名名
老師與老師與44名學生名學生。。 記者記者 張蕊張蕊攝攝

■■語文語文、、數學數學、、體育體育、、音樂等小學段多個年級的課程音樂等小學段多個年級的課程
全由陶老師一人教授全由陶老師一人教授。。 記者記者張蕊張蕊攝攝

■陶老師在教室黑板上寫了不少名言警句，鼓勵
孩子們多讀書。 記者 張蕊 攝

■蘇家村小學背後，牆面開裂的土坯房就是陶老
師的家。 記者 張蕊攝

■陶老師帶4個小孩認真地做廣播
體操。 記者張蕊攝

■《五個小孩的校長》電影由真人真
事改編，內地也有不少「微型小
學」。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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