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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08年，华坪女高开始招生，向大

山里的女孩敞开了大门，周云丽和姐姐便

是学校里的首批学生。

周云丽至今记得当时入学的场景：9

月天气闷热，刚建好的学校院坝还没有硬

化，只矗立着一栋孤零零的教学楼。面容

憔悴却带着温暖笑容的张桂梅站在学校门

口迎接新生。她给了姐妹俩一个拥抱，并

告诉她们，这里是学校也是家，她就是张

桂梅“妈妈”。

周云丽姐妹俩出生在华坪县一个贫

困的农村家庭，母亲在她们尚是幼儿时患

癌症去世，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父亲成了家

里唯一的顶梁柱。姐妹俩中考前，家里已

欠下了5万余元债务。

2008年中考，周云丽和姐姐都达到

高中录取分数线。但想到学费，两人的欣

喜之情瞬间又被浇灭了。家里值钱的东西

都卖了，还向亲戚借了钱，也远远不够。

要上高中，姐妹俩只能选一个，这

是一道残酷的选择题。“你成绩比我好，

你去读书，我去打工补贴家用。”左思右

想，姐姐忍痛提出一个方案。但周云丽知

道，姐姐想上学的心情和她一样强烈。在

姐妹俩茫然无助之际，华坪女高免费招生

的消息传到了家里，她们姐妹俩终于能同

时上高中。

当年，华坪女高仅有的一栋5层教学

楼成为全校师生上课和生活的场所。父亲

一瘸一拐地送她们到宿舍，看着崭新的凉

席，想到学校不但免除学费、书费、住宿

费，还统一发校服、被褥等用品，一向坚

强的父亲第一次在她们面前哭起来。

在华坪女高建校最初的两年，周云

丽身边几乎都是因贫困而选择到这里就读

的同学。那时候，家乡很多人都认为女

孩读书花钱，不如早早嫁人，许多女孩

十五六岁就已定亲，而女高接纳了这些想

继续求学的贫困女孩，周云丽意识到自己

能继续上学有多么幸运，感到从未有过的

充实。

（二）

距高考还有20多天时，周云丽想放

松一下，周日休息时便约着同学跑出去

玩，结果被张桂梅知道了。张桂梅语重心

长地劝她在这关键时刻要以学习为重，周

云丽不服气地顶撞回去。一来一往，张桂

梅气得砸了手里的诺基亚手机，愤怒的声

音传遍了整层教学楼，引得两个班主任闻

声过来劝说。

虽然想不通“妈妈”为什么对自己

这样严格，但周云丽接下来几个星期都没

出校门，一心复习备战高考。在2011年的

高考中，她的努力开花结果，以超过一本

分数线的成绩顺利考入云南师范大学。

2015年7月，大学毕业后，周云丽考

上了宁蒗县一中数学教师岗位，她拿着入

职通知书迫不及待地回到母校报喜。但听

闻华坪女高缺数学老师，本就有意回校报

恩的她放弃了宁蒗县的正式编制，回到华

坪女高做了一年的临时聘用教师后，才经

过考试正式进入华坪女高。

春去秋来，昼夜更替，蝶变发生在

时间里不着痕迹，周云丽站在三尺讲台上

回头望去，当初不明白张桂梅“妈妈”对

她所作的一切，如今都有了答案。她把领

到第一个月的3000元工资全捐给母校，补

助学妹们的生活；她学着张桂梅的样子，

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教导学生们。2018年，

周云丽被评为县级“优秀教师”。

周云丽的学生说：“周老师和张桂

梅‘妈妈’一样凶，但当我对数学没信心

的时候，周老师就会跟我讲她以前的故

事，告诉我遭遇这样困难的不是我一个

人。她还告诉我，如果好好学就能影响下

一代。”

在周云丽12年的成长过程中，张桂

梅毋庸置疑地给她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

记，现在，她终于有机会追上张桂梅的

步伐，和她站在一起，扛起教书育人的

责任。

本刊记者 欧阳小抒  郝亚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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