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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物 曾有一朵云 唤醒一片云

——追记贵州月亮山苗寨支教教师王玉记贵州月亮山苗寨支教教师王玉
赵廷昌 通讯员 项蕾 孟航宇

2021年8月30日，贵州省从江县职业技术学校声
乐教室中，钢琴的悦耳音符如同朵朵彩蝶，扑闪着灵动
的翅膀，从苗族女孩代朴阶的指间翩翩而出，但滴滴泪
水却不知不觉溅落在黑白琴键上。因为，《蝴蝶妈妈》
这首曲子让她想起了自己的老师——王玉。

至今，代朴阶还清晰地记得，2019年12月25日，
在大歹小学，她跪在母亲面前泪流满面，恳求去从江职
校继续读书，而母亲坚决要带她回家放牛、照顾弟弟妹
妹。哭诉声引来了贵阳市南明小学在大歹小学的支教老
师。是王玉，将她扶起来搂在怀里，擦去她脸上酸楚的
泪水，打电话请大歹村和丙妹镇的干部一起给她妈妈做
工作。

代朴阶的妈妈听不懂普通话，王玉和同事陈晓丹请来
村干部翻译，设身处地劝说了一整个上午。最终，妈妈同
意代朴阶去职校读书。就这样，代朴阶和其他20名同学下
山去县城职校报名，就读“学前教育”专业。在钢琴课
上，喜欢音乐的代朴阶特别用心，一个学期下来就能熟练
地弹奏了。她成为了大歹苗寨第一个会弹钢琴的女孩。

“余生不长。要和对的人在一起，因为幸福是相互的，
只为值得的人和事，风雨兼程……”王玉在个人日记本上
留下这段独白。当记者看到这些工工整整的钢笔字，可以
感知到，王玉早已把自己生命的最后时段放在了她最喜爱
的孩子们身上，哪怕只剩最后一丝力气和光亮。学生，是
她心底最难割舍的牵挂。

南明小学支教团队的老师们从最初几
天的震惊和手忙脚乱中稳定下来，“教育
是光，以爱育爱”的教学与培育理念渐渐
清晰，抓住爱的教育这一条主线，开展多
姿多彩的教育教学活动，认真倾听孩子们
的心声，培养他们学会被爱、学会爱人，
帮助他们爱上学习，爱上书本，走出大
山，传播大爱。

“小青蛙跳跳跳”“小螃蟹搬家忙”
“小刺猬争气球”……到大歹小学的第七
天，王玉和老师们一起组织了首届“爱在
大歹”师生游戏节。根据大歹孩子活泼好
动的特点，全体老师带着他们一起嬉戏一
起欢笑。孩子们第一次发现，上学原来如
此好玩；在共同的游戏竞赛中，在尽情开
怀的欢声笑语中，大歹娃娃的心开始渐渐
向老师靠拢，逐渐喜欢上美丽的校园。

不久，大歹小学“习惯养成教育”活
动拉开序幕。王玉和老师们在课余时间坚
持帮所有的孩子洗脸、洗头、理发、剪指
甲。一个简单的洗脸动作，每一位老师每
天都要重复上百遍。先是老师动手给孩子
们洗，接着又手把手地教他们自己洗。村
民们看到王玉和老师们为孩子们的付出，
感动地说：“她们不仅是老师，还是孩子
们的理发师和美容师。”

11月28日，“从小学先锋——国防
教育润童心”活动举行；12月4日，开
展古诗朗读比赛启动；12月12日，“聚
爱心、展风采”首届校园运动会开幕，这
是大歹小学历史上第一次举办运动会，孩
子们第一次知道了，校园除了背书识字，
还会教跑步、跳绳、跳远、接力跑……

一个接一个的“花式”文体活动，唤
醒了大歹孩子们的快乐童心和自律意识。

在一次学校亲子活动中，一位熟悉的

家长悄悄问王玉：“王老师，你脸色不好
啊！”王玉微笑着说，“前一天没有睡好。”

2020年年初，癌细胞已经转移到王
玉肺部，医生希望她住院治疗，而王玉的
心却已飞回几百公里外的大歹小学。她想
念月亮山顶的白云，想念都柳江的碧波，
想念大歹孩子羞怯而天真的微笑。她告别
家人的含泪挽留，背起背包，里面都是为
孩子们购买的各种书籍和小礼物，坐上了
朝大歹方向行驶的火车。

王玉回校后，一如往常继续为孩子们
上课，陪着孩子们刻苦学习、快乐成长，
她的笑靥如花，背后却是步履维艰。大歹
小学校长王绍东发现，王玉走上教学楼四
楼差不多需要十分钟，她走几个台阶就要
休息一下。她脸色苍白，嘴唇发乌，但是
一进教室，马上绽开笑容给孩子们上课。

在2020年秋季学期期末考试中，六
年级学生潘污简获得全校第一名。然而，
就在一年前，潘污简的父母是坚决要求她
回家干农活的，是王玉和老师们反反复复
上门家访做工作才说服了潘污简的父母。
因为家里孩子太多顾不过来，潘污简每天
到学校时都是散乱的头发和“小花脸”，
王玉和老师们就在课间给她洗脸，帮她梳
好头、戴上漂亮的发夹，再牵着她的手一
起走回书声琅琅的教室。这温馨的牵手，
将引领她摆脱贫困的宿命，走向无限可能
的人生。

大歹小学一天天在变好变美，而王玉
的病情一天天在恶化。

王玉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剩余
的生命，留在医院配合治疗，肯定会延长
更多；但帮助大歹孩子们却是她最最喜欢
的事情。她像一只浴火凤凰，向着月亮山
的方向振翅翱翔。

教育之光照亮成长之路

“海洋馆的海豚从水里浮起来，还亲
了我的脸颊。太神奇了！”说起2020年8
月的游学经历，虽然已过去一年时间，潘
乃党依然很兴奋。那时，15岁的她是第
一次坐火车，第一次去省城，第一次看到
那么多高楼大厦，第一次去海洋馆，第一
次看到真正的海豚……太多的第一次让潘
乃党知道了王玉老师所说的“外面的世
界”是什么样子。然而，孩子们哪里知
道，与他们一起欢笑的王玉老师，生命只
剩最后五个月时光，这盏点亮梦想的灯，
正在迸发最后的光亮。

如果没有王玉和支教老师们一年多的
帮扶，潘乃党肯定会像姐姐一样，早早出
嫁，每天喂鸡鸭、煮猪食、上山放牛、干各种
农活，最后生孩子、带孩子……

这个“贫困—辍学—文化低—收入
低—贫困—下一代继续辍学—继续贫
困”的死循环，千年沿袭，让多少双曾经
清澈明亮的眼睛最后变得绝望空洞，只能
望着远山的朝霞和落日默默流泪。

激荡全国的脱贫攻坚和教育保障，冲
决了这个死循环，改变了“潘乃党们”的
人生轨迹。做好大歹小学各项工作的同
时，贵州省纪委驻从江扶贫专班、贵州省
教育厅驻从江教育专班和南明小学支教团
队悄悄谋划着一个走出大山的项目，以游
学方式带孩子们看看山外的世界，以内生
的学习动力引领孩子们的未来。

2020年1月，孩子们踊跃报名的首
次游学却被家长坚决拒绝。部分家长以为
游学是把孩子带到城里“卖掉”。老师和
干部们挨家挨户走访，用苗语和汉语反复
做家长的思想工作，终于组织起了16名
学生参加游学。

11日清晨，虽是严寒冬日，王玉和
老师们早早地叫孩子们起床，帮他们洗

漱、穿衣。孩子们没有身份证，老师们挨
个将户口本收集起来，取票、安检、进
站、找座位，一步步教孩子们如何乘坐火
车……

虽然匆匆忙忙，但是“梦想的火车”
出发了，新世界的大门徐徐开启。三天
后，16名孩子带着游学贵州科技馆、钟
书阁书店的新奇故事返回大歹，学校和村
寨轰动了，原来老师们描述的“山外边”
是这样精彩。

在与孩子们的朝夕相处中，王玉发现
他们对音乐有浓厚兴趣。于是，大歹小学
的第三次游学主题就被确定为“音乐之
旅”。经过多方联系，王玉找到了为歌曲
《蝴蝶妈妈》谱曲的音乐人张超。听说大
山深处的苗族孩子最喜欢唱歌，张超决定
为孩子们破例开放录音棚。

2020年11月，王玉的癌细胞已经扩
散，行走、吃饭、说话这些简单动作都让
她倍感吃力，但为了孩子们的音乐梦想，
为了16个大歹学生的“音乐之旅”，她强
打精神带着大歹娃走进了录音棚。

当纯净如都柳江水般的童声版《蝴
蝶妈妈》唱响，现场所有人都被深深打
动。沉浸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越来
越虚弱的王玉强撑着身体，像一只美丽
的蝴蝶妈妈在风雨中用尽最后的力气，
呵护着孩子们的梦想一路向前，能走多
远就是多远。

教育本质上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
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
另一个灵魂。王玉和支教老师们奉献的爱
心唤醒了“沉睡”的苗寨和孩子们向上向
前的勇气与力量，点燃了大山深处知识和
文明的“星星之火”。

（本版图片由被采访者提供）

乘着梦想，陪孩子们看看“山外边”

“新的工作地点：从江大歹小
学；新的使命：教育扶贫攻坚；新
的梦想：当三年地道的乡村女教
师。”这是2019年 11月8日王玉
到达大歹小学后，在朋友圈分享的
第一条微信。

曾经的大歹村，绝对贫困发生
率高达52%，历史上没有一名初中
毕业生；生产上几乎沿袭刀耕火种
的粗放方式；生活中完全使用苗语，
只有少数人会讲普通话；村外人刚
刚上山，放哨人发出苗语信号“客家
（外人）来了”，全村老少一溜烟地躲
进深山老林，搞扶贫做调查送物资
的干部连人影都看不到……

2019 年，贵州省教育厅牵
头，依托贵阳市南明区对大歹小学
进行为期三年的组团式驻点支教帮

扶。11月8日，一个暖暖冬阳的
好天气，曹凤英、王玉、陈晓丹、
李艳、赵发勇组成的支教团从省城
贵阳奔赴从江县。贵州省教育厅厅
长、贵阳市教育局局长、南明区教
育局局长同乘火车，把支教团送到
大歹小学。

绕过弯弯山路来到学校，大歹
小学的老师和孩子们已经在操场上
列队等待了。王玉看到学生很亲
切，就热情地和孩子们打招呼。孩
子们有的含笑而不回答，笑着躲
开，有的开口回答了，但只简单地
说了一个“是”。当时的大歹仍然
极度缺水，绝大多数孩子都是“小
花脸”、乱蓬蓬的头发，赤脚站在
操场上……

“教学的事情慢慢来，目前先

从孩子们的生活习惯入手；虽然缺
水，还是千方百计把孩子们洗干
净。”座谈会后，贵州省教育厅厅
长邹联克专门给五位老师悄悄说。

“把孩子们洗干净”，听起来像
是故事，却是摆在五位支教老师面
前的实事。

支教工作正式开启的当天晚
上，老师们来到学生宿舍。孩子们
都挤在门口露出小脑袋，看看老师
们会不会去他们那里。原来，孩子
们还是喜欢新老师的，只是有点害
羞；山里孩子那种纯真和可爱满满
写在脸上。

王玉走进一间宿舍，发现孩子
们把自己的个人物品整整齐齐地摆
放在床下。有个孩子依然不说
话，只用手指给老师们看。“多乖

的孩子呀，他们知道老师们的心
思，期待得到老师的表扬。”第二
天，老师们买来毛巾、脸盆帮孩
子们洗脸、洗头，买来理发工具
为孩子们理发、梳头……

“乖，排好队”；“乖，先洗
脸，我教你们洗”；“乖，洗完脸记得
涂点香香”……无数个“乖”字让孩
子们慢慢放下了胆怯，他们和王玉
越来越亲近；而王玉更像是妈妈，为
天涯归来的孩子清洗一路风尘。

孩子们纯真、可爱、无邪的天
性令老师们很欣慰，因为天下的孩
子都是一样的纯良质朴，像一块块
可雕可琢的璞玉。他们需要像妈妈
一样的老师，唤醒向善向美的灵
魂，让一双双亮晶晶的眼睛仰望星
辰和大海。

用大爱唤醒向善向美的灵魂

2021年1月23日下午1点24
分，即将被推进重症病房的王玉发
布了最后一条微信朋友圈，图片全
是大歹孩子的笑脸和写给老师们的
新春祝福。她写道：“春暖花开的时
候，我们再见”。

就在前一天，王玉还在大歹小
学的散学典礼上。经过一年多的教
育和努力，400多名孩子不仅学习
成绩上去了，精气神也提起来了，
欢笑洋溢在张张小脸上，快乐自信
的气氛充溢在校园。

“天边的云霞啊，红红的杜鹃
花，古老的枫树上，住着蝴蝶妈
妈……”当王玉离开校园时，高
年级的孩子们带头唱起了《蝴蝶妈
妈》，有的孩子递上自制的新年小卡
片，有的孩子把父母交代的一小块

糯米粑送给老师们。身着鲜红羽绒
服的王玉每走一步都会撕扯着肺腑
钻心地疼痛，她轻轻走向孩子们，摸
摸这个的头、握握那个的手、贴贴这
个的脸蛋，泪水簌簌而下。

孩子们也许感觉到了王玉的极
度虚弱，一半是牵手，一半是搀
扶，将老师送上汽车，久久不愿离
去。他们没有想到，“蝴蝶妈妈”
飞走了，此去即永别。

其实，从1月初开始，王玉在
教学工作中已疲惫不堪。平时一起
搭伙做饭的老师发现，她渐渐吃不
下什么食物，只能喝点汤、咽下一
点点蔬菜。大家都悄悄劝她回贵阳
住院治疗，王玉对亲如姐妹的同事
们报以微笑，一定要把期末的工作
坚持下去。作为知天命年纪的中年

人，同行的支教教师看得出来病情
的凶险，但面对王玉的执着，他们
只能一边强颜欢笑地劝说，一边默
默流泪，默默陪伴，陪伴着她迸发
生命最后的光亮。

“22日就是寒假开始，通知说，
在大歹的帮扶已经圆满结束，所有
的支教队员都要回贵阳了……”听
到这个同事为她编出“假消息”，王
玉这才同意回贵阳，但仍坚持参加
完家访和散学典礼。

当车子抵达从江高铁站，在孩
子们面前一直强撑着欢笑的王玉已
经无法下车。她的同事们找来轮
椅，将她推上火车，回家。

王玉那“再给一年时间，陪孩
子们多走一段”的愿望再也没能实
现。

1月24日病情继续恶化，1月
26 日凌晨 4 时，48 岁的王玉离
世。她那美丽亲切的笑容永远留在
大歹孩子们的记忆中，生命最后时
刻仍在惦念春暖花开后的重逢。此
刻，月亮山下大歹苗寨的孩子们正
在睡梦中甜甜微笑，并不知道他们
的“蝴蝶妈妈”已经乘着冬夜如水
的月光悄悄飞走了。

弥留之际，王玉嘱咐家人和同
事，不要告诉孩子们她去世的消
息，让孩子们以为她只是回贵阳工
作了，因为她只想给学生们留下欢
笑和美好。遗体告别仪式上，大歹
学生代表捧来一抔来自大歹村的黄
土和一碗四方古井的清泉，陪伴王
玉一起安葬，让“蝴蝶妈妈”长久
亲近大歹泥土的芬芳。

“蝴蝶妈妈”飞走了

王玉老师与大歹苗族
学生们在一起。王玉老师去世前四天，与大歹苗族学生依依惜别。

王玉老师带苗族女孩
游学贵州科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