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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事城 事

金秋九月，是收获的季节，也迎来
了属于老师的节日。

在今年教师节到来前夕，2024 年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
彰对象名单发布，卢氏县朱阳关镇中
心小学李杰榜上有名，荣获“全国模范
教师”称号。一名山村教师能够获得
这样高规格的荣誉，是对他教学生涯
的崇高褒奖。

“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山村教师，一
名老党员，我会珍惜荣誉，继续遵循自
己的内心，做好自己该做的事。”9 月 5
日上午，在朱阳关镇中心小学，面对荣
誉，55 岁的李杰平静如水地说。

爱教 、爱 校 、爱 生 ，这 是 李 杰 此
生的“三爱”，他爱得细微，也爱得非
凡 。 扎 根 山 区 教 育 30 余 年 ，坚 守 一
人 一 校 教 学 点 18 年 ，3 万 余 公 里 的
家 访 路 程 ，都 是 他 痴 迷 教 育 的 真 实
写照。

学校就是家
学生就是孩子

新学期开学了，校园里又传来琅
琅读书声。

朱阳关镇中心小学，李杰如今所
在的学校。2022 年因为槐树村教学点
的撤并，他结束了 20 多年在村里教学
点的教学经历，来到了这里。气派的
教学楼，宽敞明亮的教室，一应俱全的
教学设备，让他真切感受到时代的发
展，教育的进步。

走进办公室，干净整洁的书桌上
摆放着他的日常用药，桌下，堆放着
一 些 彩 色 提 袋 ，那 是 他 特 意 为 孩 子
们 挑 选 的 小 礼 物 ，一 个 8 块 钱 ，他 买
了一大兜。“以前在莫家营教书的时
候，孩子们缺的东西多。那时候，我
还会偷偷把自己孩子的玩具带到学
校 分 给 学 生 ，而 我 孩 子 其 实 知 道 玩
具的去处，也从来不拆穿我。”说完，
李杰笑了。

2018 年 ，李 杰 来 到 莫 家 营 教 学
点。当时的情景，他永远不会忘记。
推开莫家营教学点那扇吱呀作响的
校门，看到的是破旧的篮球架，斑驳
的门窗，摇摇欲坠的旗杆，他站在门
口沉思了一会儿，第一件事就是修建
升旗台、换旗杆。他要让国旗在崭新
的旗杆上高高飘扬，成为孩子们心中
不灭的光芒。

两年的时光里，他以一己之力，悄
然改变着这个教学点。他自费安装了
灯泡、窗帘，修理门窗，买体育用品，还
亲手栽下两棵蒲葵树，让校园充满绿
意。他把自己的宿舍改造成一个简约
的阅览室，一下课孩子们就会涌进他
的宿舍看书。

在穆庄教学点时，他别具匠心地
装扮着教室。当时每一个走进教室的
人，都会不由赞叹布置上的新奇：两间
普通大小的屋里，分成了多个功能不
同的区域，有教学区、“手工坊”以及放
着药品的“服务区”。

“ 把 教 室 布 置 好 了 ，娃 们 就 高 兴
了，心情一好，也就爱学习了。”李杰
说，这是他多年痴迷装扮教室的初衷。

李杰既是老师也是家长。每天中
午，他总是变着花样给孩子们准备午
餐。他会自费买来鸡蛋、牛奶和水果，
让孩子们吃得健康；他会节省经费开
支，利用休息时间快乐地兼着炊事员
的角色，为孩子做饭；他还会帮孩子们
缝补衣物、理发、洗衣、洗澡，给孩子们
父亲般的关怀。李杰希望，他的学生
们能和城里孩子一样健康成长、全面
发展。

2019 年汛期，村里停水停电，道路
被冲毁，李杰挨家挨户到学生家中家
访安抚，他把学生集中到相对中心位
置的人家中上课，早晚用起了煤油灯，
过不了河的孩子他背着过。那时，青
石板成了临时的黑板，小石子替代了
粉笔，碎布角则成了黑板擦，几个人组
成一个个“流动课堂”，在农家小院移
动。他一次次往返于 20 多里外的镇
上，扛着课本、作业，还有面粉和蔬菜
等必需品。顺着河滩一次一次艰难地
过河，脚上都是血泡，衣服上的汗水湿
了干，干了湿。

2021 年 12 月，李杰在前往镇上采
购食材的途中，因路面结冰，摩托车失
控滑倒，他被摔出几米，腿部严重骨
折，鲜血浸透了裤子。他被路人送往
医院，医生要求住院，可他包扎后，心
里一直放不下孩子们。一天后，他就
偷偷跑出来，拄着双拐出现在课堂上，
他说，没有什么比孩子们的学业更重
要。

爱 校 如 家 ，爱 生 如 子 ，爱 教 如
痴 。 30 多 年 来 ，从 朱 阳 关 镇 穆 庄 教
学 点 到 莫 家 营 教 学 点 ，从 槐 树 村 教
学 点 再 到 镇 中 心 小 学 ，他 将 大 爱 融
入 学 生 的 衣 食 住 行 ，把 平 凡 的 工 作
写 成 了 诗 。

关照特殊学生
心系留守儿童

细致入微照顾特殊儿童、留守儿
童 ，李 杰 的 大 爱 在 朱 阳 关 镇 被 传 为
佳话。

小江（化名）就是他接收的特殊儿
童之一，这个孩子患有多动症，在李杰
离开穆庄教学点时，家长希望能把孩
子带着。很快，这个消息在家长间传
开了，有的家长直言不讳地说：“不要
让他来，来了都上不成课了。”但李杰
认为，不能落下每一个学生。

为了平衡各方，李杰给小江安排
了单人单桌，与其他学生保持安全距
离。每天接送小江上下学，确保他的
安全。放学后到他家里家访，辅导功
课，哪怕节假日和暑假也会赶到他家，
为他和他的两个妹妹以及邻居辅导功
课。李杰笑着说：“一个孩子也是补，
两个孩子也是教。”

李杰对小江十分有耐心，从手把
手教他写名字开始，下课练字时，先练
横，用直尺量着，田字格里描着，教他
讲卫生，给他剪指甲、掏耳朵，小江坐
凳子总是不会坐中间，只占一个角，李
杰就一遍遍给他摆正，后来自费给他
买了坐姿矫正器。

就这么一天天盯着、教着，4 年过

去了，小江握笔、坐姿都矫正好了，会
主动拾掇好自己的卫生跑去让李杰检
查，语文、数学都能得 80 分以上，也不
欺负同学，还会主动照顾小同学，开始
懂得心疼老师。

2018 年，李杰去郑州参加“感动中
原”年度教育人物典礼时，选择带小江
一起去，目的是让孩子也收获感动。
典礼上，小江为李杰颁发荣誉，没有像
别的小嘉宾一样，送上奖杯就走，而是
站在原地行了一个生涩的少先队队
礼，说了一句“谢谢老师”。看到这里，
李杰几乎哭出来。“他患有多动症，在
人前自发完成小小的礼仪，往往比同
龄孩子要困难得多。这让我终生难
忘！”李杰告诉记者。

李杰勇 敢 接 收 并 倾 注 了 大 量 心
血 照 顾 特 殊 学 生 ，在 镇 上 引 发 了 连
锁 反 应 。 人 们 开 始 口 口 相 传 ，说 李
杰 有 着 一 颗 特 别 温 暖 和 包 容 的 心 ，
专 门 接 纳 残 疾 孩 子 、“ 难 题 ”孩 子 。
于是又有一些家长带着自己的孩子
找 到 李 杰 ，李 杰 也 没 有 推 辞 ，他 说 ，
这 些 孩 子 有 的 智 力 有 问 题 ，有 的 是
残疾，但都值得被关爱。

李杰 常 说 ，好 孩 子 都 是 夸 出 来
的，在日常教学中，他一直把鼓励的
话 挂 在 嘴 边 ，放 大 孩 子 身 上 的 每 一
个闪光点，让他们变得更加自信、更
加上进。

在山区，很多留守儿童由于父母
不在身边，得不到及时的照顾。学生
苏玉杰在家中被严重烫伤，苏玉杰带
着伤口来到学校时，情况已经很糟糕，
李杰立刻第一时间放下手中的事，将
孩子送往医院，并承担起所有的医疗
费用。那些日子，他一个人守在病床
旁，既是老师，又是亲人。

为了更好地照顾留守儿童，他坚
持家访，了解孩子的家庭状况。他的
足迹遍布了山沟沟的每一个角落，光
摩托车就跑坏 4 辆。他总说，他买的
摩托车都是二手的旧摩托，买回来自
己修理修理，可以省下不少钱。常年
的家访，他心里清楚地知道谁家的孩
子是留守儿童，谁家的父母在哪里打
工，归期几何，谁的爷爷奶奶有什么
病，他无时无刻不挂念着。

为了帮助困难学生，他曾自费为 2
名学生家庭买了手机，为 3 名学生家
里装上网络，此外，他还捐款 1600 元
给本地和武汉的困难学生……

对学生慷慨
对自己苛刻

多年来，李杰的心思全在学生身
上，而忽略了自己和家庭。

他 教 龄 超 过 30 年 ，至 今 却 还 是
“中教二级”职称；他自己出资，用于学
校及孩子们的资金已逾 6 万元，而家
里却非常拮据；他患有“三高”，每天大
把大把吃药，曾两次晕倒在课堂上，却
不曾告诉妻子实情；受他感召，其父、
妻、子甚至亲戚一有空闲就去帮厨、接
送孩子、修缮校舍……当地群众用土
话说他“魔怔了”。

职称对一名教师来说，无疑是重

要的。然而第一学历是大学专科、获
得了众多殊荣的李杰，至今仍然是“中
教二级”。“不能因为私事给组织添麻
烦。”李杰说，他时刻牢记父亲这样的
教诲。每次职称评审时，他因为忙于
学校和学生的事情，都无法分心，全镇
很多年轻人都后来居上了，他对如何
参评仍不甚明了。

李杰的 生 活 极 其 简 朴 ，对 自 己
近 乎 苛 刻 ，每 天 花 销 不 到 5 元 ，每 当
手 头 稍 有 宽 裕 ，首 先 想 到 的 就 是 学
生们还缺什么。他获得的各项奖金
也 全 数 用 于 改 善 孩 子 们 的 学 习 条
件 。 30 年 来 ，他 无 数 次 掏 出 自 己 的
工 资 扶 危 济 困 ，甚 至 出 资 修 建 穆 庄
教 学 点 校 门 口 的 石 拱 桥 。 他 创 建

“爱心基金”，用于贴补困难学生、特
殊学生的学习生活，每逢春节，困难
孩子都能领到他送来的文具、新衣、
压岁钱。

谈及自己的身体状况，李杰总是
轻描淡写。采访中，妻子郭合粉一直
以为丈夫只是有点高血糖，因为她只
知道丈夫曾在课堂上晕倒过两次。而
实际上，李杰患有“三高”，需要长期服
药维持，为了不让妻子担心，他一直隐
瞒病情，每天默默地将药藏在兜里，吃
的时候直接把药放在嘴里一嚼一咽，
妻子就发现不了。

前些年，由于家庭经济压力巨大，
郭合粉以种植香菇补贴家用，一个妇
女每年种 1.3 万袋之多的香菇，是全镇
单人种的数量最多的。长期的劳累导
致她患上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无
法再劳作。后来，为了减轻丈夫的负
担，她跟随丈夫来到学校义务帮厨，带
学前班，直到如今身体已经完全不允
许，只能在家里休养，她也始终默默支
持着李杰。

2021 年，得益于政府的优惠政策，
李杰夫妇终于拥有了自己的小屋，结
束了多年的租房生活。他们的孩子已
经长大，女儿也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她
常会贴补家用，使两口子的生活逐渐
好了起来。对此，夫妻俩感到非常满
足。

……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短期的山

区坚守或许不难，但 30 多年呢？
如今，李杰虽然到了镇中心小学，

但他还是坚持每天接送几名特殊儿
童，每逢节假日、周末，到学生家里家
访。他的家里有许多自己做的小方
凳，每周都接来学困生给他们辅导功
课，吃饭就在家里吃，坚决不收一分
钱。“现在每天也就多跑几里路，之前
在穆庄村教学点时，要载着孩子们往
返四十多里路，条件已经好多了。”李
杰满足地说，作为一名教师，不仅要传
授知识，更要以品德和精神影响学生、
感染社会。

“感动中原”年度教育人物、“出彩
河南人”之最美教师、河南“李芳式的
好老师”、“TCL 希望工程烛光奖”之
奉 献 奖 、“ 马 云 乡 村 教 师 奖 提 名
奖”……虽然众多荣誉加身，但李杰
依然初心如故，继续发光发热，照亮
豫 西 大 山 里 孩 子 前 行 的 道 路 ，改 变
山区孩子的命运。

本报讯（记者单义杰）9 月 8
日，记者从三门峡市人社局劳动
就业培训中心获悉，为进一步推
动高质量充分就业，该中心结合
劳 动 力 市 场 需 求 和 企 业 用 工 要
求，推出“免费技能培训+定向岗
位推送”促就业系列行动，开展免
费定向技能培训，全力做好企业
技能人才供给。

此次培训对象男女不限，年
龄 在 24 岁 至 40 岁 ，高 中 及 以 上
学历，有参与培训意愿和就业需
求的，即日起均可报名。培训班
人 数 为 每 班 30—40 人 ，培 训 内
容 包 括 理 论 知 识 培 训 和 操 作 技
能实训，分别约占总课时的 40％
和 60％。

培训采取集中方式进行，培

训 结 束 ，统 一 组 织 鉴 定 考 试 ，对
考 试 合 格 者 ，颁 发 相 应 的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 书（全 国 通 用 、官 网
可查）。

此次培训报名有 3 种方式，网
上报名可关注“三门峡市劳动就
业培训中心”“三门峡人社”微信
公众号，查看相关公告，点击报名
链接进行报名；拨打报名登记电
话（2860610、2861205、2863330、
2863338）报名；现场报名，地址为
市区春秋路中段市劳动就业培训
中心 213 室、207 室。

据了解，此次培训就业推荐
企业为三门峡戴卡轮毂制造有限
公司，培训结束后，从所有学员中
择优选取 40 名学员，进入该公司
工作。

本报讯（记者任杰）9 月 4 日
晚 ，在 三 门 峡 市 区 陕 源 路 美 食
街 ，华 灯 初 上 ，香 味 诱 人 ，升 腾
着 浓 浓 的 烟 火 气 。 据 悉 ，这 条
美 食 街 共 有 100 余 家 商 贩 ，其 中
不 少 是 从 外 地 返 乡 创 业 的“ 00
后 ”，相 比 于 经 验 丰 富 的 商 贩 来
说，这些“ 00 后”更加注重创新，
尽 可 能 迎 合 年 轻 消 费 者 的 口 味
和需求。

卖衢州鸭脖的张先生是返乡
创 业“00 后 ”的 一 员 。 他 告 诉 记
者，7 月 10 日来小吃街卖鸭脖，除
去成本每月净收入能达上万元。
他说：“要做好服务和品质才能吸
引消费者。以前我当过厨师，也
干过前台，这是第一次创业，不管
成功与否，也要努力试一试。”对

于想要创业的人，他总结了一些
自己的经验，“做小吃生意首选的
是品类，其次是口味，另外，服务
热情的同时，地理位置也要选对，
这样坚持下去，成功的概率就会
更大”。

同样是“00 后”的一位卖东北
拌辣串的摊主表示，他选择创业
是因为国家支持地摊经济，于是
想下班摆摊来增加自己的收入。
还有一位“00 后”摊主表示，创业
可以更加自由，努力积累了人生
第一桶金之后，可以自己开店。

采 访 中 ，记 者 了 解 到 ，这 些
“00 后”摆摊的共同点就是在前期
会进行市场调研，并对产品进行
创新，他们希望能以年轻人的方
式，带给市民更多的美食体验。

连日来，三门峡沿黄生态廊道陕州区段部分生态园种植的葡萄陆
续成熟，吸引许多市民前来采摘，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本报记者 梁如意 摄

9 月 6 日上午，在三门峡市科技馆大门外的科普大篷车活动现场，
科技工作者正操控一只敏捷的机器狗，与市民的宠物狗欢快互动，吸引
众人驻足围观。

当日，“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党领导下的科学家主题展”暨
2024 年全国科普日三门峡市启动仪式在市科技馆举行。

本报记者 王旭国 摄

用爱托起大山孩子的“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李博 吴若雨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燃灯校长”张桂梅点燃了滇西高原华坪大
山女孩的希望，她的故事值得讲给孩子听；在豫西山区卢氏，有一位教师李杰把一
生的好时光都留在了大山里，三十余年如一日，爱校如家，爱生如子，他的故事也值
得讲给更多人—— 我市免费定向技能培训开始报名

夜 市 经 济 火 热
“00后”锋芒初露

科技元素 添彩生活

葡萄挂满枝 市民采摘忙

李杰为学生缝补扣子 资料图 李杰利用休息时间辅导孩子们功课 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