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利峰的名片正面印着个大土豆，
还有他妻子的名字李遇夏。在地址一
行印着他们土豆种植基地：河北张家
口。在这张独特的名片背后，有一行用
隶书写的字：做真正的职业农民，干不
同凡响的事业。

黄利峰1982年出生在河北省张家
口市康保县道尹地北村。他从小就爱
种花种草，爱在地里挖一些没见过的植
物自己种植，对堆肥发酵也非常感兴
趣，“我儿时的梦想就是当农民”。

2003 年，黄利峰如愿以偿考上了
河北北方学院园艺专业。“上大学时跟
着老师做了很多实验，但我感到很失
落。”黄利峰觉得，书本上和老师讲的
全部是关于农药化肥的使用，他很反
感这些。他说，“要问我大学里最大的
收获是什么，我只能说农药化肥可增

产，但是，那会慢慢毁掉我们的每一寸
土地”。

2006年，黄利峰大学毕业了，但他
没有回家务农的打算，他像无数个北漂
一样来到北京。最开始工资每月只有
500元，到后来增加到4000元，他先后
做过花卉行业和绿化行业等。他回忆
说，“为了能学点技能，别人干8小时，
我干10个小时，就这样一步步从工人
提拔为种植主管。后来我有缘认识了
德润屋的吉云亮老师，我们夫妻二人在
他的农场干了 3年。在这 3年让我明
白，离开农药化肥，我们也可以种出优
质的蔬菜。后来回家乡看见被农药过
度污染的一片片贫瘠的土地，我感到很
可惜。也由此，我找到了愿意一生为之
奋斗的有机事业”。

积累了6年的工作经验之后，黄利
峰夫妻决定回乡创办自己的生态农
场。这个决定遭到了各方的反对和猜
疑，花那么多钱供你上大学，怎么就又
回到农村了呢？“父母没办法，朋友管不
着，我们就顶着压力和嘲笑回家了。”黄
利峰解释道。

黄利峰在有机农场工作时发现，把

种出来的蔬菜卖给客人不是简单的买
卖关系，里面透着消费者支持有机、爱
护环境的意义。大多数消费者因为这
些无污染的蔬菜而心存感激，久而久之
和他成了朋友。“做有机农业，我们可以
做真实的自己。”黄利峰说，“还有朋友
们的支持，大家的鼓励和认可，让我看
到做生态农业任重道远，意义重大。”

那么，黄利峰为何选择种植有机土
豆呢？这是因为他发现北京冬天不能
种土豆。夏天种的土豆9月份之前就卖
完了，冬天就成了空白期。而在他的家
乡张家口，土豆10月份收获，可以保存
到次年的5月份不发芽，正好可以填补
这个空白。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有规定，外地
的农户种植不能和北京本地有冲突，
要有差异化。于是黄利峰就把家乡特
有的东西进行了优化。2012 年主要
种植了土豆，小米。2013年又调整思
路，种多元土豆，有白皮白心，红皮黄
心，红皮红心，紫土豆4种颜色。岳父
帮他种了小米、绿豆、兔眼豆、黄豆、
绿皮豆、黑豆、枣等。尽管产量少，只
有几百斤而已，但也算丰富了品种。

“未来我们农场的发展趋势会定在以
土豆为主，其他谷物多样化种植。只
有多样化种植，才能减少风险。”他强
调说。

黄利峰在2012年加入了北京有机
农夫市集，这是消费者和志愿者组建并
专门支持中小农户的组织。他还通过
开通新浪微博“@快乐返乡青年”，使更
多的人知道他，了解土豆的生产过程，
进而认可他们的土豆。在各种方式的
宣传下，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将近10家
农场从他那里买过土豆。黄利峰说，

“我们每周末都会参加北京有机农夫市
集销售，也会与消费者面对面交流，通
过淘宝进行销售”。

谈起创业，黄利峰有几句话想对跟
他有同样梦想的大学生们说，“我不建
议大学生毕业后就回乡种地，最好先到
农场工作几年，积累了经验再行动。农
场的运作和公司的运作有相似之处，社
会经验可以让你的农场运作更顺利”。
最后，他反复强调记者要把这句话写进
去，“我的人生目标是：做真正的职业农
民，干不同凡响的事业，把良心种在土
地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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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无邪的眼神、略显瘦小的身影，女孩子们在老

师的耐心指导下，努力纠正着自己的动作。对于这些热

爱舞蹈的孩子们来说，暑假学舞并不苦，反而充满着甜

蜜的梦。

董乃德摄

“嗨！嚯！嗨⋯⋯”前踢、推踢、马步冲拳⋯⋯暑假来

学习跆拳道的中小学生很多，在教练的指导下，学生们练

得可起劲啦，一招一式都很认真。

羽 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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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水是孩子们的天性，游泳池是他们暑假快乐的天

堂。约上几个小伙伴，玩跳水、打水仗，不亦乐乎。

邵 颖摄

在四川西昌东南郊的泸山北坡，彝族小姑娘在摊位

前忙碌着。这个暑假除了学习，她还要帮助家里照顾

生意，推销、算账、找零，小小年纪已经是父母的好帮

手。 翟天雪摄

练 摊

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土城乡土城
小学早已经放了暑假，而陈发喜却不打
算睡个久违的懒觉。按照他的日程安
排，今天要把新一批贫困学生的名单统
计出来。“8 月 10 日，会有一批爱心人士
过来结对帮扶。”

室外气温已达 42 摄氏度，陈发喜
忙着制表、挑选照片、整理材料，身上那
件穿了 10 余年的的确良衬衫已彻底被
汗水浸透。虽然屋子里有空调，但老陈
基本不开，这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养成的
习惯，“保障自家基本生活需要，把钱花
到需要帮扶的孩子们身上”。

1983 年，20 岁的陈发喜成为土城
小学的一名老师，当时的月工资为 30
多元，即便是这样，他也常常从“牙缝”
里挤出钱来资助贫困学生。“我从小家
境贫寒，读书最困难的时候，是我的老
师伸出了援助之手。”陈发喜说，“滴水
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只想接起这根爱
心接力棒，去关爱那些需要关爱的学
生，尽一份社会责任。”

这根接力棒，一拿就是 31年。
平日里，陈发喜从微薄的工资中拨

出一些钱来，为贫困学生买文具、充饭
卡、添置新衣、代付医疗费。少则几角
钱，多则数十元，他没有细算过为学生
们花了多少钱。“我把他们当亲生孩子
看待，从来不会计较花多少。”他说。

为了避免有学生因贫困而辍学，他
时常走村入户与身居偏远山村的家长
交流。从黄家岭到穿心店，从落步埫到
谭家岭，土城乡的每个角落都留下了他
的足迹。一次家访时，陈发喜发现落步
埫村的李宏智辍学在家。“学杂费我来
出，这学一定要上。”他对家长说。这一
管就是 3 年，还提议学校包销他父亲烧
的木炭，解决一部分生活费。李宏智初
中毕业考上中专，陈发喜为他置办生活
用品，买了一身新衣，送他到学校报
到。李宏智现在宜昌一家公司做主管，
常常回来看他。

每当月初，陈发喜就忙着为 40 多
个贫困生饭卡充值。“存放在我这里的

《贫困生统计表》，陈老师是翻看得最勤
的，每个班有多少贫困孩子，他比我还
清楚。”土城小学政教主任李德斌说。

对于学生的关心，陈发喜总是默默
付出，从不声张，以至于学生家长都“后
知后觉”。“孩子刚入学不久，我无意中
发现她有时候会带些东西回来，有时候
是新衣服，有时候是文具。”该校二（一）
班学生李秀珍的家长李宏喜说，“秀珍
后来才告诉我，这些都是陈老师给她买
的。”

“为了表示谢意，我们这些做家长
的也尝试过送礼给陈老师，但是他坚持
不要，即便是收下了，也会折算成钱还
给我们。”李宏喜告诉记者，领教过陈发
喜老师那股“倔”劲儿的家长还不止他
一个，曾有个贫困生的家长送了 2 个腊
猪蹄给陈发喜，陈老师又不好拒绝，于
是充了 200 元钱到该学生的饭卡里。

“正因为这样，家长们再也不好意思送
礼致谢。”

陈发喜也曾苦闷、彷徨过。2004
年秋，当地几所学校撤校并点，贫困生
多起来，他无法一一资助。孩子们眼底
的热切，灼痛了他的心。

偶然间，陈发喜受到启发：能否通
过网络汇聚社会爱心？2005 年 9 月，他
在论坛上发出第一篇帖子，引起武汉科
技大学爱心社团的关注，送来一笔捐
款。此后，他长期泡在各大论坛求助，
为了争取信任，还邀请资助者实地考察
或与受助者视频通话。

社会各界的爱心，涌向这所山村小
学。除了湖北，还有北京、山东、辽宁、
青海、广东、浙江、四川、河北、福建以及
香港等地的好心人，纷纷资助素昧平生
的孩子们。

为了争取资助，陈发喜磨平了自己
的锐气，常常不惜与对方软磨硬泡，对
于资助方汇给贫困学生的钱款，陈发喜
坚决不经自己的手。“老陈平时为了自
己的事情从不愿意求人，但为了贫困孩
子的生活费，他不得不巴巴地四处争取
资助。”陈发喜的老伴左学菊说。

对陈发喜的助学之举，左学菊也曾
闹过意见。那时丈夫收入不高，自己没

工作，还要抚养两个女儿，经济着实不
宽裕。8 年前，她来到土城小学工作，月
工资一开始只有 250元。

然而左学菊渐渐理解了丈夫。“老
陈过生日或生病的时候，小伢们买不起
礼物，就画画、写上祝福送给他。”那些
稚嫩而纯真的话语，熨平了左学菊的
心。她觉得，丈夫做的事情是值得的。
这几年，陈发喜为孩子们买的衣服、鞋
子，都是她挑选的。

陈发喜的小女儿陈美灵说，“小时
候，看到爸爸经常给学生付学费、买衣
服 ，感 觉 他 对 学 生 比 对 我 和 姐 姐 还
好”。大女儿陈燕灵说，父亲一向勤俭
节约，自己很少买衣服，一心想着省钱
给学生买点吃的、用的，“如今我和妹妹
分别在北京和福建工作，爸爸嫌电话费
用贵，几乎没给我们打过电话”。如今
的陈燕灵和陈美灵姐妹二人和很多曾
受过老陈资助的学生，都握起了老陈的

“接力棒”，帮忙转载贫困生求助信息，
四处寻求资助人。

生活并不富裕，陈发喜却说，“帮学
生，能做多少是多少”。孩子们的心，也
被他焐热了。

五年级的刘小月很爱笑。无邪的
笑容里，很难看出童年的阴影。小月家

住三岔口村。3 岁那年，父亲去世，母亲
离家出走，她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奶
奶患有肾病，全靠爷爷干农活来维持生
计。幸运的是，她从读一年级起，一直
得到陈发喜的帮助。一次家访，小姑娘
拉着他的手说，“等我长大了，一定报答
您！”陈发喜这样回答，“不用回报我，回
报社会吧”。

而在小月家不远的一块山坳里，一
间“孤零零”的土坯房是刚刚小学毕业
的黄贵兰的家。小兰的父亲黄昌才已
有 63 岁，母亲患有精神疾病，家境拮
据。在陈发喜的带动下，宜昌爱心联盟

“春晖行动”向这个家庭伸出温暖的
手。去年 12 月，志愿者们还来到小兰
家里，为她装扮房间。

房顶垂下油布，地面铺上土砖，墙
壁贴上海报，再支起一张床垫，搭起一
个简易衣柜。这支“工程队”的手艺并
不好，然而，小兰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
间和自己的床，第一次有了明星海报和
布娃娃。她笑了，又哭了。

屋前的田地里，作物长势正好，过
去却是荒地。“这是‘爱心农场’，陈老
师在网上找来了 22 名‘爱心网友’租下
3 亩地，一年 6000 元，请我种玉米、土
豆、红薯，种子和农资也由他们出钱。”
黄昌才说，“兰兰能读上书，我们感到
幸福。”

陈发喜坦言自己的助学事业能延
续至今，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土城小学的
环境熏陶，“学校一直都有‘一对一’帮
扶贫困生的优良传统，得知我在做助学
之后，校长和老师给了我很多支持”。

资助者们的爱心也深深地感动着
陈发喜。“香港的林锦辉先生在寄信给
资助的学生时，总是把对方回信用的邮
票一并寄来。”陈发喜说，为了不给他增
添经济负担，资助者们多是让他挂了电
话再打过来，“三峡总公司的雷女士和
夷陵区的龙女士让我尤为感激，她们不
仅自己资助学生，还帮忙发动身边的人
参与进来。”

“不少资助者已经奉献爱心许多
年，却不愿意对我透露真实姓名，如广
东的郑女士、陕西的方女士、河北的刘
女士、广东的王先生以及恩施籍的‘老
瓜子’先生等。”陈发喜说，这些默默奉
献的好心人令他感受到一种无私奉献
的社会正能量，“他们只关心孩子们是
否得到了生活保障、是否好好学习，而
不在乎孩子们是否知道谁给了他们帮
助，因为有了他们，孩子们的世界才分
外温暖。”

“这些贫困生有的出自单亲家庭，
有的是孤儿，不少人因贫困面临辍学，
我只想尽力不让这种悲剧发生。”如今，
已有 150 余人加入了陈发喜的爱心团
队，每年受助者有 100 多人。陈发喜
说，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读书就是走出
贫困的唯一途径，只要能帮助他们完成
学业，再多辛苦都值得。“这条助学路，
我会坚持走下去。”

对于村里孩子来说，读书就是走出贫困的唯一途径，只要

能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再辛苦都值得

从风华正茂的师范生，到知天命的老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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