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6月 3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杨见博 高留长03 关注·广告

“帮你是情分，不帮是本分。”临行
前，母亲一再叮咛。

“英雄不问出处，我要书写属于自
己的青春答卷。”少年铿锵作答。

一支由两段笔杆拼凑的长长的圆
珠笔，被少年用嘴巴咬着滑过一页页
试卷，金属笔杆上的明漆生生被牙齿
磨光了。

800字的作文，他要比同龄人付出
更多的努力才能一笔一画圆满作答。

80多斤的瘦弱身板，笔直的脊梁，
坚定的眼神，求知若渴的目光，信念宛
如一团火焰，在小小的胸膛燃烧。

2022 年 6 月 18 日，联考成绩刚
出炉，肢体一级残疾的新蔡县第一高
级中学一年级（26）班 16 岁的汪强听
到自己考出全校理科 181 名的成绩
时，嘴里咬着的笔险些掉落。坐在身
旁的同学李豪轻轻碰了碰他纤细无
力的胳膊，汪强才缓过神，继续埋头
书山题海，而幸福的泪珠悄悄从他的
眼角滑落。

他咬着笔杆，写下这样一行深深
浅浅的文字：生来不幸，并不意味着前
途无望；向死而生，挑战命运赢得精彩
人生。

不久前，由驻马店市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联合多家单位开展的第十
五届“天中好少年”评选活动中，汪强
榜上有名。

小小少年 命运多舛

幸福的家庭千篇一律，不幸的家
庭各有不同。2006年 10月 5日，出生
于新蔡县余店镇张桥村汪寨的汪强，
是母亲王小敏和父亲汪留洋心头的
宝。王小敏回忆，从出生到两岁，这个
胖小子与村里其他孩子并无二致。她
说：“盼着孩子快快长大，像其他孩子
一样读书，弥补我们这一代因姊妹多
读书少的缺憾。”

可是，在汪强两岁的时候事情发
生了变化。“半夜孩子娃娃大哭，找乡
村医生诊疗却找不出病因，不得已辗
转到县、市、省各大医院求医，医生建
议我们带着孩子到更大的医院诊断。”
王小敏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第二年
女儿出生，她一边带着汪强四处求医，
一边看着嗷嗷待哺的女儿一筹莫展。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如一座大山，将这
对夫妻压得喘不过气来。

“全家只有 3亩多地，孩子的医疗
费用确实拿不出来，能借的全借个遍，
甚至他的爷爷、奶奶看着孩子唉声叹
气，说‘不如扔掉或送福利院算了’。”
这字字句句让王小敏夫妻心如刀绞，
一夜夜难以入睡。

看着每天被疼痛折磨难忍的孩
子，忙碌一天的夫妻俩抱头痛哭。

“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再苦再难
都要坚持下去。”为此，夫妻俩分工明
确，丈夫汪留洋四处打工赚钱，妻子王
小敏在家带孩子。

“汪强就是我的天，只要我有一口
饭吃，就不能让天塌下来。”王小敏说。

随着病情的加重，汪强的两只小
手开始卷曲，甚至掰都掰不开。为防
止手指蜷缩退化，到了夜晚，等到汪强
入睡后，王小敏便找来两个大小合适
的硬纸板塞到他稚嫩的手中，然后用
布条缠住手掌。

看着睡梦中的孩子，不知道多少
回，王小敏泪如雨下。

求学路上 母爱相伴

6 岁时，汪强进入幼儿园大班学
习，老师尝试着让汪强握笔写字，可是
普通孩子半小时能够完成的作业，汪
强一个小时还无法完成。

到了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王小
敏对汪强说：“儿子，今天你就是一名
小学生了，在学校一定要听老师的话，
能学多少就学多少，不要勉强，有什么
困难一定给妈妈说，不要藏在心里。”

在张桥小学读到五年级，这期间，
因为家距离学校较远，这对母子风雨
兼程。“暴雨天，夜晚我只能带着汪强
到距离学校较近的娘家住，第二天早
早爬起背着孩子往学校跑。”早起天黑
路滑，可是母子俩有说有笑，彼此温
暖。这也在汪强的内心扎下求知的种
子，再苦再难，咬紧牙关也要求学。

后来，汪强转学到离家较近的王
港小学。

王港小学在汪强心底留下了难忘
的记忆：杨畔老师如春风化雨，时时刻
刻滋润着他柔软敏感的心。

“我从未缺过一节课，也从未迟到
过一次。”在汪强眼里，母亲的背是他最
大的依靠。母亲这一背就是十多年。

刚入学时，汪强勉强能够握得住
笔，因为握铅笔写字困难，就改用圆珠
笔书写。从那时起，圆珠笔成了汪强
最好的“伙伴”。上小学三年级的时
候，汪强胳膊上的肌肉逐渐萎缩，双手
无法握笔，就悄悄尝试着将笔放在嘴
里咬着，用腮帮子顶着笔杆写作业。
令老师和母亲震惊的是，凭着坚强的
毅力，汪强学会了用嘴巴咬着圆珠笔
写作业。

从小学到初中，风雨无阻，母子俩
在上下学的路上成为一道最美的励志
风景。张汉强、董建权、耿洪宝，一位
位恩师在汪强的求学道路上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老师一个鼓励的眼
神、一句温暖如春的话语，都让汪强认
识到，人生因求知而精彩，生命因学习
而富有意义。

“从儿子升入蛟停湖第一初级中
学开始，我更加忙碌了。离家远了，儿
子的课程也加重了，不得已我选择租
房陪读。孩子手脚无力，为节约时间，
我只能给孩子喂饭。看着孩子艰难吞
咽、身板单薄，我心疼不已。渐渐地，
汪强的双手双脚肌肉开始萎缩，走路
困难，是他身边的师生给了他第二次
生命。”王小敏说。汪强经过努力，中
招考试以文化课 462分的成绩被新蔡
县第一高级中学录取。

从此，余店镇群众都知道当地有个
用嘴咬着笔写字考上高中的励志娃。

用嘴咬笔 书写人生

“高一开学前期，因为疫情需要上
网课，我作为他的物理代课老师，通过电
脑屏幕发现这个名叫汪强的男孩发言积
极、思维清晰，是一个学理科的好苗子。”
贾金柱老师想不到的是，学生开学入班
上第一节课时，只见汪强两只手在课桌
下勉强夹着课本，嘴里叼着笔，用笔尖艰
难翻开书。“我非常震惊。”贾金柱回忆，
汪强听课时全神贯注，尤其是写作业的
时候，埋头用嘴咬着圆珠笔在作业本上
飞快地写着，批改作业的时候发现他的
答案竟然全对。

面对儿子求知若渴的眼神，一方
面是老家还有年幼的孩子需要陪伴，
另一方面是大儿子面临高中三年的关
键时期，王小敏辗转反侧，经过与丈夫
再三商量，决定还是自己陪读。

在新蔡县一高家属院，王小敏以
每月 200 元的价格租了一小套房子，
每天5时悄悄起床，摸索着来到厨房做
早餐。6时不到，汪强起床洗漱后吃早
餐，然后在母亲的搀扶下进入教室早
读。别的孩子 6时 30分晨跑，教室里
只有汪强一个人在读书、写字。

中午 12时刚过，同学们纷纷离开
教室吃午饭，王小敏带着简单的饭菜
快速走进教室，为节约时间她就喂儿
子吃饭。下午6时不到，王小敏就端着
饭菜在教室外等候。下课铃声一响，
同学们跑步前去食堂吃饭，王小敏走
进教室喂儿子吃晚餐。

夜晚 10时下晚自习，王小敏来到
教室陪读，常常熬走除去汪强的最后
一名学生。她要陪着儿子争分夺秒，
用知识改变命运。

对于汪强母子来说，生活上能省就
省，可是学习上的花销绝不能省。汪强
从小到大专职理发师就是母亲。王小敏
还不到40岁，可看起来要比同龄人苍老
许多。“剃头推子是我从弟弟那里拿的旧
的，汪强从不到外面剪发，说耽误时间。
我心里明白，其实孩子是怕花钱。”王小
敏说，“儿子穿的鞋子30多元钱，裤子是
我穿旧的，半截袖是我在超市卖服装时
的工装，一件也就20多元。”

王小敏的丈夫汪留洋在江苏某大
理石工厂做小工，又苦又累，一天下来
身上全是粉末儿。近年因为疫情，工
厂效益锐减，他的工资也低了不少。

“一日三餐，稀饭馒头、土豆青椒，
一个星期最多吃一次肉。由于长期营
养跟不上，汪强现在才 80多斤。”每天
上午、下午各挤出两个小时送快递、卖
奶粉、接手工活，双手皮肤破损，王小
敏咬牙坚持。一次送货路上天寒地
冻，三轮车轮胎掉落砸坏路边停放的
一辆汽车的尾灯，她赔偿车主的损失
后大哭一场。

2021年暑假，王小敏再次带着汪
强来到上海的大医院检查，医生初步断
定汪强很可能患上了极为罕见的肌肉
萎缩神经系统方面的疾病，目前来说无
法根治。面对庞大的诊疗费用，懂事的
汪强对母亲说，能省一分就省一分，还
是用这些钱让弟弟、妹妹读书吧！

师生情浓 向阳而生

有付出就有回报。到了文理分科
的时候，汪强以优异的成绩分到由贾金
柱任班主任的班级。细心的贾老师悄悄
向同学们说明了汪强面临的困难，希望
同学们力所能及地从生活和学习上帮他
一把。这时候，同班的李豪和王帅主动
要求坐到汪强身边，下课时搀扶着他上
厕所，自习时几个人埋头研究解题思路，
或者一起找老师请教。

“我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汪
强坚持一个人上厕所，快上课了还不
见他的身影。我赶快跑到厕所，看到
汪强瘫坐在厕所便池上无法动弹。我
扶起他，给他系好腰带，搀扶着他走进
教室。那一刻我下定决心，以后再也
不让他一个人去厕所了。”李豪说。

“我们不会的题就向汪强求教，他
每次都热心解答。我们共同进步，特别
开心。”王帅说，“不是汪强离不开我们，
而是我们都离不开汪强。他学习好，排
除万难的精神让我们备受鼓舞。”

“别的孩子用手答卷，汪强只能用
嘴咬着笔作答，在同样的时间内，语
文、理综根本做不完。”作为母亲，王小
敏的担忧不无道理。

“希望他将来有个好前程。”作为
汪强的班主任，被 70个可爱的孩子称
作“小胖老师”的“95后”教师贾金柱对
汪强特别照顾。

“妈妈就是我的天，同学就是我的
拐杖。我心怀感恩，想着大学毕业后
做研究工作，能够自食其力，为社会作
贡献。”汪强的眼里充满坚定。

汪强是不幸的，他如折断双翼的
白鸽无法翱翔在湛蓝的天空；汪强又
是幸运的，他沐浴着阳光，小小的身
板、大大的能量，宛如一束光，照耀着
他人，照亮了自己的人生。

令人欣慰的是，2017年 4月 7日，
由教育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并实施
的《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管理规定》中明确，使用大
字号试卷或普通试卷的视力残疾考
生、因脑瘫或其他疾病引起的上肢无
法正常书写或无上肢考生等书写特别
困难考生的考试时间，在该科目规定
考试总时长的基础上延长30%。

这对汪强来说无疑是个天大的好
消息。祝愿这位命运多舛的孩子如愿进
入大学校园，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③2

“妈妈就是我的天，同学就是我的拐杖”
——残疾少年用嘴书写励志人生

记者 郭建光 文/图

汪强用嘴咬着圆珠笔写作业。⑥3

身边的榜样

她信奉的格言是爱心献给学生、诚
心送给家长、信心留给自己。自从1993
年当上“孩子王”以后，她二十九年如一
日，追求着为人师表的快乐。无论寒冬
酷暑还是刮风下雨，她都坚守在教学第
一线，从未耽误一节课。她就是泌阳县
实验中学高级教师王长春。

王长春当过班主任，教过多届毕业
班，工作上兢兢业业，为教育事业呕心
沥血。现在，她教七年级两个班语文
课，早读、晚自习、饭后辅导，每周共 24
个课时。

她常告诉自己，要用心做好工作中
的每一件小事，耐心处理好班级里的每
一个问题，用全部的爱呵护着每一颗心
灵，让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

在教书育人中，她深深体会到：班
主任这份工作是一门艺术，只有爱学
生、尊重学生、成为学生的良师益友，才
会赢得学生的信赖、走进孩子的心灵。
只有给学生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才会让
学生真正感受到关爱、体会到被爱的快
乐。她坚持与学生多谈心，多帮助学
生，并努力寻找和善于捕捉学生身上的
闪光点，适时表扬与鼓励。

七年级（2）班同学曹宇博在课后读
生字词的时候总是读错，王长春就利用
课余时间教他读，前后教他数十遍，他
终于把 19课课文后的“读读写写”全都
读对了。王长春让同学们热烈掌声，这
样做既增强了同学们的自信心，又增强
了同学们学习语文课的热情。课间时，
曹宇博高兴地跑到王长春跟前说：“老
师，我会读啦！”

有一天，七年级（4）班同学李赛在
课堂上突然呕吐，王长春立即暂停课堂
讲解，让班干部带领学生自行阅读课
文，她迅速将李赛送诊就医。她常对到
校来访的家长说：“孩子在家，您是家
长；孩子在校，我是家长。”

胡梦同学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孩子，
老师一向优待她。比如，胡梦的作业完
成出色，老师就奖励她一本课外书。一
个周末的下午，王长春突然接到胡梦妈
妈的电话，说胡梦自杀未遂，让王长春
帮忙开导开导她。这个电话让王长春
震惊不已。原来，胡梦的妈妈多次偷看
胡梦的日记，深深地伤了孩子的心，孩
子就选择极端方式吓唬家长。青春期
的孩子叛逆任性、心理脆弱、头脑发
热。经过多次沟通，胡梦终于认识到错
误，家长也检讨了自己的不当做法，母女俩终于和好了。

高小会同学上学经常迟到，上课不专心听讲，扰乱课堂秩序。课后，
王长春找高小会谈心。高小会告诉王长春，妈妈经常打麻将，没有给她
按时做饭，导致她经常吃不到应时饭，所以经常迟到。了解情况后，王长
春与其他任课老师沟通交流，同时劝导高小会，使她认识到自己的错，并
下决心改正。对于高小会的转变，王长春十分欣慰，送给她一朵小红花
和一本课外书，帮她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如今，高小会已经上
大学了，每次放假回泌阳，都要到学校看望王长春，并说多亏老师当年的
教诲她才有今天。

孩子们多数都是心灵美好、心地善良的，但也有个别顽劣调皮的。有
位男生把毛毛虫放在女生脖子上把女生吓哭，经过王长春做工作，这位男
生向女生道了歉。本来是一件小事，王长春没放在心上，谁知这件事在女
生心里却是天大的事。多年之后，该女生从北京回来看望王长春，说要不
是老师抚慰，她可能会一辈子留下心理阴影。

一路走来，王长春不断付出着，也不断收获着。王长春先后获得省、市
优质课二等奖和市教学论文一等奖、市级课题二等奖、市级综合实践活动
自制教具大赛二等奖、全市优秀班主任、市级优秀评卷员及全县中华经典
诵读比赛辅导类二等奖、县级优秀教师、县级骨干教师等。她所带的班级
被评为全市文明班级。

如今，教书育人不仅是王长春的职业，还是她生活的重要部分。上
班不必说，下班通过微信辅导学生功课、监督学生阅读，和单亲学生谈
心，与留守学生交流……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如此。家里人常说，你好像
没有下班，24 小时在学校。年幼的儿子则说：妈妈又在工作，没时间陪
我做作业。

王长春在家里还是一个好女儿、好儿媳。年逾古稀的母亲得脑梗死、
婆婆患冠心病分别多次住院，她都挤时间昼夜陪护。

回想起从教历程，王长春说：“我爱我的职业，真正感受到了学生带给
我的幸福，这种幸福只有真正走进学生心里才会感受到。”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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