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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的一身泥

1月14日，记者来到了坐落在高云山上
的渠县琅琊镇高云村小学。白墙青瓦的学
校像一个四合院，中间的空地就是操场，整
个学校占地虽仅 700 余平方米，但教室、心
理咨询室、活动室、图书室、卫生室等一应
俱全。

“邓老师，给我讲一下这道题……”目
前全校有11名学生，记者赶到时，邓礼映正
利用午休时间，为学生们辅导作业。“我们
争取搞快些，下午 1点 50要上课，学校就我
一个老师，忙不过来。”邓礼映花白的头发
映衬着朴实的笑容，十分和蔼。

谈及央视的报道，邓礼映毫不知情，
“我都不清楚，很小的一件事，做了好多年
了。”邓礼映介绍，高云村每家每户都会做
脚码子防滑。每年收割稻谷时，大家会留
一些稻草绑成草垛，平时用来烧火或者捆
东西。遇上下雨、打霜、下雪时，他就从家
里带些稻草，将两根稻草搓成麻花状，放学
时挨个套在学生的鞋上，用这种“土办法”
给孩子们系上“防滑链”。

“我们学校在山上，以前学生回家要翻
山越岭。有一回学生上学摔了一身泥，手
掌都擦破了，我看着心疼。后来每到天气
不好的时候，我就给大家编脚码子，已经编
了几十年。”邓礼映告诉记者，2012年，村上
的大路修通后，学生们放学基本都走大路，
但遇上下雪、打霜天气，脚码子仍然派的上
用场。有时候他晚上回家忙完了，看着天
气不好，就在家里连夜编好，第二天带到学
校。假如遇到天气突变，他就在学校编好，
挨个给学生套好再放学，学校也随时放着
一些稻草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这也会受
到关注。”邓礼映有些意外。

目前，高云村小学只有幼儿园、一年
级、三年级、四年级的学生，年龄从3岁至14
岁不等。大山里的苦，令不少人望而却步，
邓礼映只能一个人挑起所有班级的教学任
务。语文、数学、思想品德、道德教育、体
育、美术……邓礼映尽其所能，让每个学生
全面发展。

“班上的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家中老人
无力辅导孩子。”邓礼映便利用学生们吃过
午饭后，中午 12 点至下午 1 点 50 分这段休
息时间，“加班”辅导学生做作业。

孩子的一座桥

1984 年，邓礼映第一次走上讲台。那
年，他20岁，拿着每月20多元的代课工资。

羊肠山道、土坯房屋、吊铁鼎罐做饭、
喝河水、走山路……那时村里的样子，是

“穷困”最真实的写照。“我是高云村的人，
再穷不能穷教育啊，读书才有希望。”作为
当时全村的文化人，邓礼映选择留下。同
年，他与同乡聂琼喜结连理。

孩子出生后，迫于生计，1990 年春节，
邓礼映跟着同乡外出找了一份工作，月薪
有300多元。如果一直做下去，家庭的困境
本可迎刃而解，但邓礼映不愿如此。学校
里的孩子没有了老师怎么办？邓礼映没做
几天便辞职回到了家乡。“舍不得学校的娃
娃。”邓礼映笑着说。

1998年6月，邓礼映考入万源师范学校
民师班，并在毕业后考取了编制。2000年，
他本可以选择留在条件更好的学校，但他
二话没说，转身回到了高云村小学。2006
年，邓礼映还通过函授攻读了四川文理学
院语文教育专业。

“以前有一些代课老师来过，但都因为
各种原因离开了。”邓礼映说，随着学生越
来越少，学校开始采取一班多级复式教学
模式，这个年级上课时，其他年级就做作
业，利用时间差交替上课。为了学生们全
面发展，如今 57 岁的邓礼映，还要学习唱
歌、跳舞，以便教导幼儿园的小朋友。

“喂饭、穿衣服、擦鼻涕、上厕所都要
管，以前村里的路没有修好，河上没有桥，
还要背学生过河。”邓礼映说，有的学生太
小了，大事小事他都要关注着。2012年前，

一遇上下大雨，学生回家路上的河沟就会
涨水，到了上学放学的时候，邓礼映和代课
的同事就会背孩子们过河，最多时曾连续
背了100余名学生，事后腰疼了很多天。后
来，老师只剩他一个人，但雨天背学生过河
这件事，直到桥修通后才渐渐少了。

孩子的“邓爸爸”

从学校出门，步行10多分钟，就是邓礼
映的家。三间瓦房，建于上世纪80年代，屋
里布置有序，虽然简陋却很温馨。这些年，
除了邓礼映的 3 个孩子，先后有 20 多个贫
困学生曾在他家寄宿。邓礼映用自己的一
言一行，践行着“倾尽全力让每一个孩子成
才”的初心。

女孩小叶是渠县琅琊镇关仓村人，她
从小学三年级就在邓礼映家住，一住就是3
年。小叶的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外地，父亲
常年在外务工，爷爷高度近视接近失明，奶
奶体弱多病。小叶二年级时，关仓小学因
故关闭，父亲无力负担孩子去镇上念小学
的开销，她一度辍学在家。“我就让小叶来
这边上学，但他家人又觉得关仓到高云太
远了，我就让她住在我家，吃住我来管，这
样她家里才同意她来上学。”邓礼映说。

已经上高中的小奉，小学时由于父母
长期在外务工，邓礼映便把他接到了自己
家，同吃同住 6 年，直到小学毕业。潜移默
化中，小奉逐渐把邓礼映一家当成了亲人，
硬要改口叫邓礼映“爸爸”，还曾悄悄把作
业本上的名字改为“邓小奉”（化名）。

邓礼映的妻子聂琼透露，在很多学生
眼中，邓礼映既是老师也是保姆，但更像是

“父亲”。时间长了，住在他家的孩子都自
发地叫他们“邓爸爸”“聂妈妈”。分开后，
孩子还自发地建了个微信家人群。每逢节
日，夫妻俩会接到很多孩子的问候电话和
短信。每年过年，还有学生带着孩子甚至
孙子来看望邓礼映夫妇。

三尺讲台，四季耕耘。邓礼映 37 年如
一日，为高云山区孩子们的求学梦打下坚
实的基础。从这里，走出了数千名学生。
2013 年、2014 年，邓礼映先后被四川省委、
省政府，国家教育部评为“优秀教师”。邓
礼映已经记不清这些年拿过多少奖，这些
对他来说似乎也没有那么重要，“我会继续
坚守在学校，履行一名教师的责任。”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田乙斯

1月13日，央视新闻报道了渠县琅琊镇高云村小学教师邓礼映
编织脚码子发放给学生，让他们套在鞋上防滑的事迹。其实，邓礼映
背后的故事更是让人泪目，57岁的他已在大山深处执教37年，培养
了数千名学生。作为目前学校唯一的教师，他负责教授全校学生的
所有课程。他不仅是老师，更是孩子们的父亲。

该图片源于央视新闻

央视关注渠县教师为学生编织“防滑链”

邓礼映：很小一件事，做了好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