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村“孩子王”朱俊平：

拖拖着着假假肢肢教教课课 2200 年年
37 年前，人常说“家有三斗粮，不做孩子王”，他却选择了做一名老师，拿着每月

5 块钱的工资；37 年后，不少同时期的朋友已经开上了汽车、住上了洋房，而他，却
只是平添了不少白发。

37 年，他把这些宝贵的时间给了他一直钟情的职业——— 老师，给了他一直珍视的
孩子——— 他的学生们。即使 20 年前的一次意外让他失去了左小腿，他也矢志不移。

本报 1 月 23 日讯 (记者 伟
伟)小伙遭遇车祸，左侧颅骨粉碎性
骨折，无钱进行手术修补，女友不离
不弃照顾左右，“我打工挣钱给你手
术！”一句掷地有声的承诺让小伙重
燃信心。

27 岁的屠瑞新是郯城港上镇
珩头西村人，自打记事起父亲就半
身不遂，一家人生活的重担全落在
母亲肩上。成年后屠瑞新开始离家
打工，努力减轻母亲的负担。5 年前，
在罗庄打工的屠瑞新结识了沂水姑
娘黄静，同样的命运让两人惺惺相
惜，渐渐走到了一起，两人发誓要用
勤劳的双手改变现状，共同憧憬着
美好的未来。然而，一场无情的车祸
打破了二人的美梦。2013 年夏天的
一个夜晚，屠瑞新跟朋友外出办事，
朋友骑摩托车带着他一头栽进了路
沟里，屠瑞新当即不省人事。救护车
把他送到罗庄区人民医院，检查发
现，屠瑞新左侧颅骨粉碎性骨折、肋
骨骨折、腿骨骨折。医院实施开颅手
术取出了颅骨碎片。

这让原本不富裕的家更是雪上
加霜。母亲咬咬牙卖掉了家里的宅
基地，又东拼西凑地从亲戚朋友那
里借来两万多块钱，这才凑够了救
命钱。住院期间，黄静一直不离左
右，悉心照料着屠瑞新。屠瑞新出事
后，黄静家人禁止她跟屠瑞新继续
交往，劝她放弃，“家里人说手术费
和后续治疗费是个无底洞，会拖垮
一个家庭。两个月后，屠瑞新出院，
医生叮嘱他 3 个月后回院实施颅骨
修补术。可债台高筑的家里再也拿
不出钱为他进行手术。

黄静发现，颅骨缺损不仅影响
了屠瑞新的外观，更影响着他对生
活的信心。“仰起头的话，颅骨缺损
部分就是个大坑；低下头，脑容物全
涌向前，头皮又胀得难受。”出院后，
屠瑞新坐立不安，对头部缺损区塌
陷存在恐惧心理，怕晒太阳，怕震动
甚至怕吵闹声，记忆力也在下降，常
常心口不一，心里想的是一回事，可
说出来就走了样。看着男友一天天
沉默自卑，黄静一边耐心劝慰，一边
托人给他找份轻松的工作，“走出去
总比成天闷在家里胡思乱想强吧。”
黄静托人在一家乡镇卫生院找到一
份保安的工作，看着男友重新走上
工作岗位，她开心地笑了，“我们一
起赚钱挣足手术费！”听着女友掷地
有声的话语，屠瑞新又重新燃起了
希望之火。

一年多来，二人努力工作，刨去
生活费用、人情世故和孝敬父母的
费用，二人微薄的收入所剩无几，何
时能凑够手术费？黄静向医院打听
过，颅骨修补术大概需要 3 万元。

“我诚心恳求社会爱心人士能伸出
温暖之手，帮助屠瑞新修补颅骨，慢
慢恢复健康，让他成为一个劳动者。
也希望有人能够借钱给我，相信我
有这个偿还能力。只要他(屠瑞新)健
康了，能劳动了，我们就会凭勤劳的
双手去努力创造，慢慢答谢帮助、鼓
励和支持我们的所有人。”

小伙车祸后颅骨缺损

女友仍不离不弃

我打工赚钱

也要为你手术

失去左小腿，仍站讲台

22 日，气温零下五六度。
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一路颠
簸，进入平邑县临涧镇上峪
村，路两侧有些干枯的树枝平
添了几分寒冷。村头一处并不
显眼的院子，就是临涧镇涝泉
完小上峪教学点。这里，有 3
个老师以及两个年级的 19 个
孩子。

挂着“办公室”门牌的一
间屋子里，摆着 3 张旧桌子，
最靠近房门的，是数学老师朱
俊平的桌子。几打试卷，两摞
作业本，一些教辅书籍，一只
杯子，再无其他。此时的朱俊

平，正和另两名老师讨论着孩
子们的作业。

从 2006 年开始，朱俊平
便在这个教学点任教。而他的
教学生涯，已经有 37 年了。

1978 年，朱俊平所在的
下峪村招考老师，年仅 21 岁
的朱俊平参加了测试。“刚开
始的时候，也确实没有想太
多，对老师这个职业也没有太
多的感情，只是觉得自己念过
高中，当老师也挺好的。”朱俊
平说，自己顺利地通过了当年
的考试。

从这一年开始，朱俊平

拿起了粉笔，成为了一名小
学老师，并与这个职业也结
下了不解之缘。在那个老师
紧缺的年代，朱俊平教过语
文，教过数学，教过体育，还
自学了板胡、钢琴、口琴等
教孩子们音乐。

1994 年，朱俊平在一次
意外中失去了左小腿，伤好以
后，朱俊平装上了假肢，行动
十分不便，也不能再像以前一
样，教孩子们体育了。但即使
这样，朱俊平也不曾想到要离
开教师队伍。“不舍得。”朱俊
平说。

假期伊始，已盼开学

“叮铃，叮铃”，22 日下午
3 点 20 分，王德周老师拿出
一个铜铃晃了几下，示意孩子
们上课时间到了。

朱俊平要给二年级的 12
名学生上数学课。由于装了假
肢，朱俊平走路有些跛，教室
门口的台阶，他需要扶一下墙
才能走进去。

“刚才的题目，谁做出来
了？举手告诉老师。”“你做出
来啦？来，跟其他同学说说你
是怎么做的？”朱俊平笑眯眯
地跟孩子们交流着。一名学生

回答完问题，朱俊平又拿起粉
笔，在黑板上书写了完整的阶
梯过程为孩子们讲解。

由于需要不停地说话和
时刻站立，咽炎和腰椎问题是
很多老师的职业病。一节课
40 分钟，对于普通人来说，也
是挺累的，更何况是装有假肢
的朱俊平。

来回地走动，腿部与假
肢接触的地方磨得生疼。朱
俊平站累了，磨疼了，就用
满是粉笔末的手轻轻揉一
揉，再接着给孩子们讲课。

一节课下来，尽管是冬天，
朱俊平的额头上还是出现
了细密的汗珠。

“这么多年，都习惯了。
‘孩子王’嘛，就喜欢跟孩子
打 交 道 。几 天 见 不 着 孩 子
们 ，心 里 还 觉 得 怪 想 得 慌
来。”朱俊平说，白天的绝大
部分时间都和孩子们在一
起，时间长了，也有了感情，

“每到放寒假暑假的时候，
常常是刚放假一个星期，我
就想，啥时候开学啊，啥时
候能见到孩子们啊。”

一声“老师”，啥都值了

教学点没有水，朱俊平
就隔三差五用电动三轮车从
家里带水来，与另外两名老
师和孩子们烧水喝。

2013 年，一名学生身体
残疾行动不便，朱俊平与学
校里的王德周、朱瑞乾两位
老师，轮流给孩子倒水，抱孩
子去厕所。孩子家长忙时，他
们还将孩子送回家。

若有孩子一时交不上书
本教材费，他们也会先帮忙
垫上。

比起城里的教学条件，
教学点显得十分简陋，比起

城里老师的待遇，他们也许
更为清贫。一二年级的小孩
子，对教师节也没有太多的
概念，甚至不会送他们一张
节日的卡片。但他们对孩子
们 的 心 ，却 都 是 一 样 的 宽
厚。

37 年，朱俊平自己也记
不清到底教过多少学生，也
记不清很多学生的样子。他
教过的学生，有人从政成了
不同部门的负责人，也有人
经商成了成功的生意人。而
朱俊平，仍是一根粉笔站讲
台，一只红笔批试卷。

“叮铃，叮铃”，下午 4
点，一天的课程结束，孩子们
在院子里排队准备放学。朱
俊平和王老师、朱老师叮嘱
孩子们路上注意安全，并目
送他们离开。

“还图什么，孩子们以后
见了，还能记得你，还能叫一
声老师，那就什么都值了。”
朱俊平望着走远的孩子们感
叹道，岁月把他从风华正茂
的青年，变成了年近 60 的老
人。如今桃李满天下，朱俊平
觉得，人生也没有什么遗憾
的了。

文/片 本报记者 徐升 英子

朱俊平给一年级的孩子上课。

朱俊平的假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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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很多苦难，是一个
人无法承担起的，一个人的能力
太有限了，如果大家伸手拉上一
把，这个人很快就会起死回生，
这个家庭就会破涕为笑。一次捐
助、一次慰问、一个电话、一个微
笑，都是一种精神，都是一种力
量，都能让处于苦难的家庭获得
新生的希望。屠瑞新和黄静二人
坚信并渴望着……

葛记者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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