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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国云：扎根乡村 耕耘杏坛
2002 年，仇国云调入

双凤乡中心小学。当时，
学校无校门，杂草丛生，校
群关系僵持。经过前任校
长和他们的长期努力，尤
其是近三年的发展，现已
是一所绿树成荫、花草满
园、整洁清静、安全文明的
现代校园。有人评价双凤
乡中心小学是“最美的农
村小学”。师生们感激地
说：“学校这些年来的巨大
变化，仇校长功不可没，每
一块土地，每棵花草都沾
上 了 他 的 心 血 与 汗 水
……”往事历历在目，27
年，弹指一挥间。他已经
把学校当成自己的家，为
了师生有一个良好的学习
生活环境，他已经习惯悉
心照料这个“家”。

仇国云记得，他刚调入双凤乡
中心小学那一年，由于离学校远，
孤单的母亲一人在家无人照顾。
为了不影响工作，他想把老人接到
学校里来。当时，母亲一百个不愿
意，说学校房子挤，晚上上厕所不
方便，家里来个客人都没地方坐。
仇国云说：妈！我十六岁那年父亲
去世，您一个人把我拉扯大，现在
您年纪大了，一个人在家我不放
心，万一有个病痛怎么办，学校房
子是挤点，但儿子、儿媳、孙女都在
那里，那里也是我们的家呀。就这
样，一家四口在一间18平方米的房
子里一挤就是五年。这五年，家里
人给了他无穷的动力，也更让他全
身心投入到学校工作中去。

仇国云说，作为一名在农村小
学工作生活过20多年的教师来说，
在物质方面谈不上要求，更谈不上
享受。但几十年的农村工作经历，
让他对农村教育这块天地有一份
特殊的感情。看着学校的发展，看
着日新月异的变化，看着孩子们走
出校园那一张张笑脸，他毅然决
然：为了这份光辉的事业，幸福的
事业，他将以一颗纯粹的心，在双
凤的“悬崖”边上站成风景，任凭风
雨雷电。

学
校
为
家

坚
守
初
心

在双凤乡，家长们都称赞仇国云
“爱生如子”，这是他们发自内心的赞
许。在学生身上，他找到了当爹妈的
感觉，许多学生都愿意把不愿和父母
说的话向他诉说。对于班级的特困学
生，他更是给予无微不至的关心。

在马鞍小学工作的12年，他共为
十余名学生补贴学费近2000元，虽然
当时每月工资微薄。

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
刘先亮的学生。那是1991年9月2日
下午，他正在清点学生名单，一个身子
单瘦的中年男子怯生生地走进他的房
间，上衣的汗渍被蓝布衫衬托得更加
显眼。刘先亮紧跟中年男子身后。

仇国云不经意地打量了一下中年
男子，随手取出收据，一边说：“你是刘
先亮的爸爸吧，这学期学费 75 元，教
育附加费15元，一共90。”他撕下票准
备收钱，只见该男子后退了一步，许久
才说：“仇老师，我家里这段时间没钱，
刘先亮的学费我想等卖了豆子再给
你，要得吗？”仇国云犹豫了一下：他在
商店里赊的烟钱答应这个月付，家里
房子漏雨要检修了。他再次打量了一

下中年男子，只见对方的头低得更低
了。家里的事先放一放吧，仇国云转
念答应了中年男子，将撕下来的票据
收了回去。

11月份的一天，仇国云带着收账
的想法来到刘先亮家。快到刘家门口
时，刘父猛然看到了他，潜意识地将迈
进门槛的脚收了回来。他知道，那不
是逃避，是一个男人的担当，是一个做
父亲的责任，是诚信的根本。

仇国云了解到，刘先亮的父亲常
年生病，母亲出走，家里收割的豆子还
没等晒干就被收账的要走了，孩子无
人管教，生活没有着落。从那以后，仇
国云瞒过所有人，包括妻子，三年共为
刘先亮垫付学费及教育附加费700多
元。仇国云鼓励刘先亮安心读书，教
育他要承担起家务劳动，照顾好父亲，
并收集一些旧衣服给他。

毕业后，他们没有联系。直到
2015年，仇国云在集市上无意中遇到
这个学生，才得知他父亲在他十六岁
那年就去世了。他自此放弃了学业，
在家承包了几亩地，种上了果树，日子
过得还算安稳。

爱生如子 无微不至

1990年，仇国云被分配到双凤
乡马鞍小学任教。

回忆起当时刚到学校的模样，
仇国云万千感慨。那是一所条件
非常艰苦的农村小学：两排低矮的
瓦房，空空荡荡，摇摇欲坠，一刮
风，就令人胆战心惊；用三合泥填
的教室地面，坑坑洼洼，放不稳一
条板凳一张课桌。

看着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下
学习，仇国云心酸。走进宿舍，他
感觉整个宿舍四面漏风。为了让
自己住得舒服一点，他找来许多报
纸，贴满墙和门窗。“每逢下雨，房
顶就会漏雨，只能拿盆接着。我只
想要一个睡觉的地方，也就没多在
意。”仇国云说。

就这样，仇国云每天和孩子们
打成一片，为孩子们补习功课，晚

上就在宿舍里看看书，日子平淡而充实。
1992 年，学校总务主任退休，由他接

任。此时，他萌生一种想法——改建教学
楼。也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也许是“新官”
上任劲头足。说干就干。每天放学，他和校
长一起四处奔波，向乡联校和学校所辖三个
村的村干部反映情况，请求帮助。当时的政
策是乡办初中，村办小学，村级学校教学设
施的改善必须依靠当地村委会和社会捐
助。在村里几乎没有经济来源及老百姓的
温饱都没完全解决的情况下，他们提出的要
求几乎是天方夜谭！但他没有放弃，并暗暗
发誓：就是“讨”也要改善好办学条件！他记
不清蹲过多少田头，守过多少门槛，说过多
少好话。最后，三个村的村干部终于被感动
了，答应协助他们发动一切可发动的力量，
走村串户捐款捐物。

每当他搬回村民捐助的木料，老百姓
赞助的红砖，村里提供的石灰时，他的心
情无比沉重，有时暗自落泪。他清楚地知
道，他扛的是责任和信赖，他不敢回头，也
不能回头。

在乡政府、联校、三都铺水库管理所、村
里干群的多方支持下，建材凑得差不多了。
那年暑假，他主动担负起施工和材料管理工
作，白天守在建筑工地，检查质量，督促进
度，保证安全；晚上巡查守夜，夜深了就和衣
睡在材料旁的一张临时木板床上。望着天
上的星星，他满怀信心地想：一座崭新的教
学楼就要耸立在眼前，一群可爱的孩子正欢
快地向他走来……在这里，他一干就是 12
年。他收获了很多，有经验，有教训，有挫
折，也有喜悦。

现在回想起来，他心里还美滋滋的，有
时感叹：年轻真好，艰苦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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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邵东县双凤乡中心小学，
一名中年男子正在清理花坛中的杂草，
并为花坛中的花草树木修枝剪叶。人们
都以为他是学校的园林工作人员，却不
知道，这个修剪花草的不是别人，而是该
校校长仇国云。他说，他在双凤乡待了
快三十年了，这里的一草一木大部分是
他精心培养出来的，这里就是他的家。

记者 陈星 通讯员 何俊良

仇国云给孩子们上开学第一课。

休息时间，仇国云与孩子们一起搬运课桌。仇国云在校园里修剪花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