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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道了衢州乡村

教师王金良的故事，他每天为了给班上 35

名学生收发作业本，要走30公里的路。

在小时新闻以及钱江晚报官微上，一

则则留言表达着对王老师的敬意，对乡村

教师坚守的感激。

一直褒奖凡人善举的阿里巴巴天天正

能量平台，看到报道后也出手了。他们决

定联合钱江晚报·小时新闻，为王金良老师

颁发万元奖励及证书，致敬这个最美的背

影、这颗伟大的师者之心。

阿里天天正能量给王老师的颁奖词这

样写道：

阿里巴巴工作人员说，这份奖励无关

金钱，希望这一纸证书能让王老师感受到

世人对奉献者的敬意，对“老师”二字的崇

敬。“您在这条收发作业的路上走了 40 多

天，在教书育人的路上走了近 40 年，一生

教书育人，您的背影朴素，却用坚守成就了

无数孩子的人生。谢谢您，王老师。”

得知获奖，王金良老师却说：“考虑到

完小里的孩子们大多为留守儿童，我准备

用这笔钱为孩子们多买一些课外书本，拓

宽孩子们的眼界。同时也想为改善完小校

园环境出一分力。默默付出的乡村教师有

很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为了

让孩子们能够更好地学习与成长。”

本报记者 盛伟

通讯员 文娜 叶路顺 占振华

阿里天天正能量的奖励
王老师打算这样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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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四个村子为学生收发作业
单趟要走15公里

王金良的家住在衢州常山县辉埠镇双

溪口村。早晨六点半，王老师便背上双肩

包，穿好运动鞋出门。双肩包里装着的，是

前一天晚上批改好的35名学生的作业。

在常山县，村子之间乡道都是硬化良

好的水泥路或沥青路，虽然蜿蜒但很平

整。去学生家，王老师选择步行。

王老师还说，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学生

家收发作业本，还能为学生树立锻炼身体

的意识，沿路还可以和老乡们打招呼加深

情感。

王老师收发作业有固定的路线。35名

学生分布在4个行政村，在地图上呈不规则的

环形，绕着4个村一圈走下来，超过15公里。

男生徐济邦家是王老师每天收发作业

的第一站，虽然都在双溪口村，但两家人却

相距3公里左右。

知道老师大约几点钟会到，徐济邦早

早站在门口等着。师生寒暄了几句，王老

师把作业本递到学生手上，然后挥手告别。

住在才里村的女生汪露，离王老师家

最远，王老师要步行 12 公里才能到达。王

老师来时，汪露的妈妈吴丽芳每次都会准

备一些水果和茶水，早早等在家里。

每天走完这“最后一站”，沿着马路再

走3公里，王老师就到家了。王老师走得很

快，一直保持大步匀速状态，这 15 公里路

走完只用了大约两小时。

回到家后开始上网课
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

回到家后，还不到早上 9 点。王老

师打开电脑，开始给学生上网课。课上

完，布置好作业，他也要做一遍。

“熟悉每道题，才能更好地给学生批

改作业。”这位让人肃然起敬的老教师说。

下午三点半，一天的网课结束后，王

老师背上包再度从家里出发，这次他要去

收学生做好的作业。

同样的路线，同样耗时 2 个小时，下午

五点半，伴着落日余辉，王老师回到家里，

这一天，他又步行了 30 公里。王金良班上

一共有35个学生，多数是留守儿童。

2月10日，因为疫情，常山县的小学开始

网上教学。在当地，农村小学的网课，学生们

大多是在电视上看提前录好的上课视频。

开始上网课后，王老师很快发现，每天

班上都有十多个学生不交网上作业。王老

师有些急了，“都六年级了，再这样耽误下

去，孩子们上初中后功课会跟不上。”

于是，他用最“麻烦”也最让人尊敬的

方式去收学生的每日作业。走路上门，挨

家挨户访问。这样，才能确保每个学生都

能交作业，不致于耽误学习。

王老师向校长王保昌汇报自己的这一

想法，校长鼎力支持。

2 月 28 日，在规划好路线后，王老师将

这一计划正式付诸实施。

“孩子们期待走出山村
不能亏待他们”

记者采访王金良的 4 月 13 日，是他步

行收发作业的第46天。

四十多天的路，王老师风雨无阻从不

曾间断过。他说，自己会坚持到学生正常

上学的那天。

“现在孩子们的作业都完成得很好，我

认为自己吃点苦很值得。”王金良说。

学生家长吴丽芳说：“王老师每天来送

作业我们都很感动，现在孩子也能自觉学

习了，王老师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作为

家长，我由衷地感激王老师的付出。我的

孩子遇到了一位好老师，真的很幸运。”

常山县宋畈中心小学书记、校长王保

昌认为，王金良老师有这样的举动并不让

人意外。“王老师扎根乡村教学 38 年，说不

上有多伟大多轰动的事迹。他为学生送作

业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我一点都不觉得突

兀。”王保昌说。

王金良的抽屉里珍藏着一摞摞荣誉证

书，他说这是“一辈子的荣誉”。他曾获常

山县教育系统“最美教师”、“德育先进个

人”，2019年还荣获“全国优秀教师”称号。

“还有两年我就要退休了，我会站好最

后一班岗，再苦也不能亏待这些期待走出

大山的孩子。”王老师说。

本报记者 盛伟 通讯员 占振华 叶路顺

4月13日傍晚，夕阳余辉为衢州常山县辉埠镇双溪口村染上一层温暖的金

色。微风过处，成片的胡柚花散发出沁人心脾的香味。

58岁的乡村教师王金良背着双肩包，沿着乡道走在回家的路上。包里装着

的，是刚刚收上来的35名学生的家庭作业本。

王老师是衢州市常山县宋畈中心小学东鲁教学点六年级语文老师，已在乡村

学校教了38年的书。

因为疫情，常山县辖区小学2月10日开始上网课。王老师很快发现，班上35

名学生每天都不能交齐作业。从2月28日开始，王老师早晨将批改好的作业步行

送到每个学生家中，下午又将学生做好的作业收好拿回家连夜批改。

为此，他每天两趟需要步行30公里路，风雨无阻。

5858岁的常山县岁的常山县乡村教乡村教师王金良，疫情期间每天走3030公里收发作业公里收发作业

乡间小路上乡间小路上
那个双肩包的背影真感人背影真感人

扫码看王老

师 每 天 走

30 公里，给

学生收发作

业的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