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5岁的隋振斗老人守在刘公岛上，他舍不得这里。

作为淄博最小小学的校长，王开忠说要为孩子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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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岛和山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 是如此的清澈高远

深山里的腊月越发冷了，孩
子们穿上了厚厚的棉袄，石板路
上还留着前几日的残雪。

腊月十九这天，淄博最小的
乡村教学点北牟小学的七个孩子
放假了。五个优秀，两个良好，孩
子交上了一张完美期末答卷，作
为学校两名老师之一，北牟小学
校长王开忠感到很欣慰。

和孩子相处久了，短短的假
期显得挺长。小年到了，王开忠在
家中按捺不住，骑上摩托车去三
公里外学校打扫卫生。从门框到
走廊的栏杆扶手，王开忠都擦了
一遍。在王开忠心里，学校就像另

一个家，过年也要干干净净的。
回想这一年学校的变化，孩

子们又长高了，学习成绩越来越
好了，望着这所守候了45年的学
校，他依然是那个坚定的信念，只
要有孩子，就一定要教下去。

清扫完学校，王开忠前往学
校附近的一名学生家中走访。路
上，几个已经上初中的孩子与王
开忠擦肩而过，他们大声地喊，

“王老师好，新年快乐！”王开忠则
露出笑容，“天这么冷，你们出来
玩，一定别冻着。”

在一年级学生唐振宇家中，
王开忠看见他正在屋里练字。“快

过年了，这么用功！”王开忠上前
帮他指导作业。“写得很不错，过
年了，放松放松，别太累。”王开忠
随后又赶往下一个孩子家。家访，
成了王开忠过年的一件头等大
事，只有孩子们假期过得好，在他
心中才能过个好年。

北牟小学接收附近五个村子
的学生，他们有的已经挑起了养
家的担子，还有许多正在读初中、
高中，每逢在村子里遇上王开忠，
他们都会高声喊，“王老师好！”如
果说王开忠在这个大山深处已是
遍地桃李，一点都不为过。

本报记者 王源露

刘公岛与威海城区一湾之
隔，数里之遥。刘公岛上只有一个
村——— 东村，人口随季节变化明
显，旅游旺季有商家在岛上租住，
居住人口可达三四百人，旅游淡
季只有一两百人，大多仍是租房
客。岛上有57户居民共156人，这
是公安户籍信息的数据统计。而
实际上，土生土长且常年在岛上
生活的有三十人左右，均是老年
人。与之形成天壤之别的是，每年
拥入刘公岛的游客有上百万。

小村总共三条街，均不过两
百米，几十户人家独门独院，错落
有致。水泥路、路灯、太阳能热水
器，以及遍布的花草、树木，彰显
着小村早已步入现代文明，但厚
重古朴的石墙凝固住了岁月，仿
佛诉说着散落在时光里的过往。

43岁的隋海滨蹲在院门口，
手起斧落，把一片片旧木板劈成
柴，“蒸饽饽、炖肉都指望它了，这
一冬天烧炕也够了。”隋海滨和哥
哥两家人都生活在威海市区，只
有父亲隋振斗生活在岛上，去年
夏天隋海滨搬回了岛上，妻子和
女儿还在城里生活。

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一家
人才能团聚在岛上的家里。75岁
的隋振斗固执地在岛上生活，“我
不爱进城，看见车多人多就烦。”

岛上另一位居民王萍这几天
把家里家外收拾干净，为出岛过
春节作准备。唯一的儿子在城区
买了房、结了婚，逢年过节，王萍
夫妇都要到城区儿子家过。其实，
岛上大多住户都选择出岛过春
节，原因也基本一致——— 子女们

都在城区生活。
王萍夫妇回岛居住的原因有

二，一是清净；二是花销少。“大锅
大灶做饭，睡热炕头，舒服。”王萍
说，“我俩的退休金在这里花，足
够养老了，在城里肯定不行。”

生活清净的另一层意思是闭
塞。尽管村民进出岛一趟只需6元
的船票钱，而且60岁以上的老人
还不需买船票，但岛上的生活显
然无法与城里相比，比如就业、子
女教育、医疗等。

像王萍、隋海滨回岛生活的
人少之又少。子女们走了，许多老
人也会跟着搬离。隋振斗感慨着：

“老伙计们都搬走了，我这茬人没
了以后，岛上可能就没老百姓
了。”

本报记者 陶相银

海海岛岛上上的的守守望望

为为77个个学学生生坚坚守守深深山山

为了7个孩子，淄博最小
的小学坚守在深山里，因为他
们是大山的希望，无论如何都
不能放弃；风景如画的刘公岛
为游人所向往，本地的居民却
一个个搬离海岛，融入城市，
只有几十位老年人还守在这
里，从未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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