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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屠璐璐来到象山县鹤浦中
学的第五年。通过近2000个日子的朝
夕相处，屠璐璐的心紧紧与海岛学生连
在了一起。

在这个出行不便的海岛，孩子们的
挂念和关怀成了屠璐璐内心的珍藏。

屠璐璐心中“最幸福的瞬间”，是三
年前的教师节。当时的她还是一个“萌
新”教师，中途接手了一个初三班级的
语文教学任务。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班
级，屠璐璐心生忐忑。她怕这群初三学
生会不适应甚至不喜欢她的教学风
格，怕自己和学生相处不好。

但学生们用实际行动打破
了屠璐璐的顾虑。教师节当

天，早读课刚下课，一个学
生就探头探脑地走进办

公室，用飞快的语速
说了句：“屠老师，祝

你教师节快乐！”说完就放下了手中的
小盒子。

“我‘谢谢’还没说完，她就一溜烟
跑出了办公室。”屠璐璐回想起来那个
场景，还是觉得很开心，“刚接手一个新
班级，‘革命友谊’还没建立起来，还以
为教师节会比较冷清。没想到，他们一
下子就接受了我。”

屠璐璐打开小盒子，那是一盏小小
的蜡烛香薰。盒子里还夹着一张小卡
片：“欢迎屠老师来我们班，祝老师教师
节快乐！”

“作为新教师，也很需要学生的鼓
励和认可。”屠璐璐说，身在海岛学校，
下班后基本没有休闲娱乐的去处，出行
不便让老师的生活都比较简单，基本上
从早到晚都和学生在一起，“他们让我
的从教之路倍感温暖，我也希望我能助
力他们的成长之路，让他们学有所成。”

汪秀丽：
平凡农村中的不凡坚守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董峰峰 姚伟韬）因为连续两届获得
宁海县骨干教师称号，宁波一所中学校长向
她抛出了橄榄枝，但她拒绝了；因为学校合并
入城区学校，她有了一次进城教书的机会，但
她还是拒绝了。她始终坚守自己的初心，在农
村学校一待就是27年，留在了这片养育她长
大的故土。她，就是宁海县长街镇初级中学教
师汪秀丽。

近日，省教育厅公示2023年浙江省师德
楷模、浙江省农村教师突出贡献奖候选人名
单，汪秀丽成为宁海唯一入选教师。

“我爱我的家乡，我想为家乡的教育事业
奉献我的力量。”每当有去城区学校教书的机
会时，汪秀丽总是这样说。

这27年来，汪秀丽一直兼任语文老师和
班主任，并先后担任语文教研组长、教务处副
主任、教科室主任等工作。虽然工作繁多又艰
辛，但她凭着不怕苦、不怕累的干劲和对教育
事业的执着和热爱，勇于挑战，在教育这块土
地上孜孜不倦耕耘，成为了学校师生及家长
心目中的那个最“美”的老师。

汪秀丽还是同事口中的“拼命三娘”。怀
孕时她拖着笨重的身体给孩子们上课，一直
坚持到宝宝出生前夕；产后按规定有三个半
月的假期，她却在孩子刚满月时就来上班；两
年前，她得了甲状腺癌，却一拖再拖，直到医
生反复催促，才前去医院，但又不放心毕业班
学生，只休息了不到一个月就返校上课。“我
不放心我班里的孩子，就算我人在家，但心也
是在学校的。”这是她在感谢校长关心时说
的。

家长口中的她是个有温度的老师。得知
学生家长生重病，她掏钱买营养品去慰问；学
生家里有困难时，她总是第一时间去关心。而
她却说：“这类事情在我们农村时有发生。他
们是我学生的家长，关心家长，就是关心我的
学生。”

“汪老师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她幽默风
趣，我们爱上她的课。”班里的同学这样说道。

每次轮到她的课堂，汪秀丽都会早早进
教室，与学生热情交流几句，或点拨指导一
番。平日里她潜心钻研教材，想尽一切办法激
发学生学习兴趣，逐渐形成了轻松活泼的教
学风格。她的课堂没有人睡觉，充满欢声笑
语，她的课堂总是在学生的恋恋不舍中结束。

回望这27年来的农村教书生涯，汪秀丽
每日踏晨曦，伴晚霞，以黑板为田，粉笔为犁，
耕耘着，幸福着。她说：“我没有什么惊天地泣
鬼神的事迹，只是坚守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
但为了教育事业，为了孩子，付出一切，我无
怨无悔！”

坚守海岛
他们是引领学生的掌灯人

乡村海岛教师是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远离城市的喧嚣，肩负着为

乡村海岛孩子传道授业解惑的使命。是他们，托起了千万农村和海岛家

庭的梦想。教师节来临之际，来听听他们心中“最幸福的瞬间”。

“我想做一束‘微光’，为乡村学生‘掌灯’”

又是一年教师节，这也是乡村教师
蒋健的第16个教师节。从教开始，他便
扎根乡村，现在是象山县泗洲头镇初级
中学的一名道德与法治老师。

每年的教师节，蒋老师都会收到很
多学生的祝福。有学生自制的贺卡、给
他的画像，还有的学生创意十足，给他
颁发了“好老师”奖状。而令他印象最深
刻的，是一束特别的花。

“那是一个已经毕业五年的学生，
已经上大学了。她捧着一束西蓝花，特
地送到我办公室，找我聊天叙旧。乡村
学校，大多数学生的家庭都不宽裕的。
这束‘西蓝花’不会给学生增加什么负

担，我也就开心地收下了。”
谈到自己心中“最幸福的瞬间”，蒋

健说：“因为乡下地方小，我们学校就建
在村子里。有时候在村里走的时候，会
偶遇家长和学生。听到一声声的‘蒋老
师好’，和他们拉拉家常，就像家人一
样，真的很幸福。”

蒋健把自己比作“微光”，他深耕乡
村，为乡村学生“掌灯”。“这里没有豪
华的硬件设施，但孩子们对知识有强烈
的渴望，对教师有满满的尊敬和爱
意。”蒋健说，他希望当一个有教育情
怀、有温度的老师，为乡村孩子点亮前
行的路。

蒋健捧着“西蓝花”与学生合影。
受访者供图

海岛“萌新”教师，被学生的淳朴感动

屠璐璐（左）与学生们。
受访者供图

汪秀丽在上课中汪秀丽在上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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