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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小小学学校校，，为为七七个个孩孩子子坚坚守守深深山山
淄博牟庄联小：只要有学生就一直办下去

文/本报记者 王源露
片/本报记者 李洋

学校虽小五脏俱全
两名教师教学全能

三层高的小楼，楼前是光
滑的塑胶操场，设备齐全的体
育健身器材错落有致，乍一看
像是城市里的社区广场。在二
楼的两间相邻教室，一间的门
上挂着一年级的牌子，另外一
间则是二年级，这就是藏在大
山深处的牟庄联小。

已经在这里教学31年的太
和镇中心小学副校长王开忠，
目前也是这处教学点的负责
人。他告诉记者，这处教学点现
在只剩下两个年级总共七个学
生，他负责二年级的教学，而另
一位在教学点坚守了17年的教
师陈标聚负责一年级的教学。

王开忠告诉记者，这里虽
然只是教学点，但是所有课程
进度都要与镇上的小学同步，
所以他们要掌握七门小学必修
课程。“语文、数学还好，我们毕
竟教了这么多年书，怎么都不
能把孩子教错了，但像音乐、美
术、思想品德这类课程，自己还
做不到的，也只能借助电脑和
图书为孩子提供学习机会。”

提起牟庄联小建校的历
史，王开忠回忆，早在1972年兴
修太河水库的时候，为了满足
附近四个村孩子们的上学问
题，这所学校就建立起来，那时
还是土坯平房。当时学校除了
小学外，还有中学，生源人数最
多的时候能达到500多人。王开
忠告诉记者，“到了1986年，中
学开始往镇上迁，就只剩下小
学还留在这里，那时的学生最
多也有近200人，一个年级一个
班，每个班接近40人，老师也有
十几个。”

从1998年开始，小学部
也开始陆续搬到镇上，直到
2006年，四、五年级已经全部
搬完，这里也成为了一处仅有
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教学点。在
这期间，学生们从土坯房搬进
了现在的三层小楼。由于今年
学校没有二年级的学生升入
三年级，因此从今年九月开

始，学校只剩下一、二两个年
级了。王开忠说，“因为之前
这里也曾是完全小学，各项配
套设施相对也完善，我们只需
要定期翻新和维护，就能满足
孩子们日常的学习需求。为了
让附近四个村的孩子们能够
就近上学，这个最小的教学点
只要有生源就会继续保留。”

为孩子能就近上学
教学点一直保留

由于距离镇中心小学的路

程远达11公里，骑摩托车往返
也需要一个多小时，而牟庄联
小地处深山，每到雨雪天，崎岖
的山路就更加难走，近几年，唯
一一辆通行的公交也停运了，
所以要去镇中心小学就读的孩
子每周只有一次乘校车往返的
机会。王开忠告诉记者，“村里
的孩子们家庭条件有限，他们
的父母大多在镇上或更远的地
方打工，有的只能两三天回一
次家，孩子们基本都是跟着爷
爷奶奶生活。虽然中心小学提
供了免费住宿，但对于一、二年

级的孩子们来说，自理能力各
方面都无法满足住校条件，如
果一、二年级合并到镇上，对这
些家庭来说，接送孩子非常困
难。这也是办学点不再合并的
原因。”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在
牟庄联小内，三层高的教学楼
全部粉刷一新，干净的白色和
充满活力的橘黄色围绕在小楼
四周。王开忠告诉记者，“虽然
学生少，但也要把最好的精神
面貌展现给孩子们。所以新生
入学前，我们重新粉刷了墙面
和重修了厕所，为孩子们提供
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与一年级的教室相比，二
年级的教室里显得更加安静。
透过门窗记者看到，讲台上有
一张大大的讲桌和可推拉的黑
板，讲台下，却只有一套桌椅。
王开忠告诉记者，“二年级仅有
的一名学生叫翟善好，他的父
母都在镇上打工，每天早出晚
归，因为我们住在一个村，所以
平时我既要教他读书，还要承
担起接送他的义务。”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由
于附近四个村子到教学点的距
离并不近，所以除了北牟村的
三个学生外，西南牟村、方山村
以及西太河村的学生都是带着
午饭来上学。饭菜凉了，老师就
用教室后排准备的电热锅烧水
热菜。中午午休的时候，学生们
则在老师为他们铺设的小床上
休息。

今年读一年级的双胞胎姐
妹王俊淞、王俊淇平时都带着
爷爷奶奶准备的午餐在学校里
吃饭，当记者问她们中午吃了
什么时，王俊淞告诉记者，“一
个馒头、一个鸡蛋，还有王老师
给我们带的煎饼和菜。”在这
里，既要当老师，又要做父母，
对王开忠和陈标聚来说，这样
的身份让他们对孩子们增添了
更多期望和牵挂。

学校虽小教学不差
有孩子考全镇第一

“虽然孩子不多，但是他们
个个都很好学，像二年级的翟
善好在去年的期中和期末考试
中都考得了全镇第一。”在提起

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时，王开忠
面露喜色，七名学生成绩上分
不出明显距离，学习上能做到
相互督促，扎实的学习态度让
老师们深感欣慰。而一想到这
处教学点的未来，王开忠却不
由得叹了一口气。他告诉记者，
还有一年半的时间，陈标聚老
师就要退休了，再过五年，他也
将离开教育舞台。而村里一定
还会有一批这样的孩子等待着
上学。

“因为这里地处大山，许多
年轻人都愿意往外走，但凡条
件稍好点的家庭都会想尽办法
让孩子去城里读书，所以留下
的这些孩子家里的情况都不会
太好。”采访中王开忠向记者透
露，现在，四个村唯一的一个幼
儿园里就有等待明年入学的两
个孩子，“我们既然还能为他们
提供基础教育，就要想办法把
这里坚守下去。”

“保留教学点其实最主要
的因素就是为了孩子们能就
近入学。”采访中，淄博市淄
川区教育体育局基教科张科
长表示，近年来，按照国家和
省市的相关规定，学校需根据
实际情况，在自然生源不存在
等情况下，上报相关部门得到
批准才能进行合并或撤销。根
据实地调研，这处教学点有它
必然存在的原因。张科长告诉
记者，“牟庄联小周边的四个
村子距离镇中心小学较远，抛
开教学成本等因素，我们要首
先考虑孩子们的入学问题，就
近入学是最佳的选择。而从安
全方面考虑，一、二年级的学
生年龄相对太小，不论是走读
还是住校，家长和学校都不能
做到完全放心。”

采访最后，王开忠告诉记
者，从最初建校到现在，已经有
44年的历程，这期间，像他们一
样坚守在教育一线的老师退休
了一批又一批，可学生还在，学
校也在。现在，走在村中，仍有
不少村民询问，“学校再过几年
还有没有了？”“我家小孙子四
岁了，到了上学的时候还能不
能在这里上？”遇到这些疑问
时，王开忠和陈标聚都会肯定
地答复，“只要有学生，我们教
学点就要一直办下去。”

“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干净整
洁的院落里，不时传来朗朗读书声，与院外柿子树上橙黄的果实相
映成趣。淄博市淄川区太河镇北牟村的牟庄联小是淄博最小的乡
村教学点，方圆五里四个村子的适龄儿童将在这里读完小学一、二
年级的课程，学校一共2名教师、7名学生。

在二年级，王开忠老师给唯一的学生上课。

一年级的6个学生正在上课。

牟庄联小两位老师守护着7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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