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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上午，贵州省福泉市，
久违的太阳高悬在空中，透着祥和。该
市葛镜西路北侧的福泉中学内，不时传
来琅琅读书声。

在福泉中学办公楼三楼的一间向阳
办公室里，该校高二年级 7 班班主任张
顺菊正忙着备课，书籍、材料堆满案头。

“比以往轻松多了，我们再也不用为
钱的事情犯愁。”回忆起新学期开学时的
情景，已经担任了 15 年班主任的张顺菊
笑呵呵地感叹道。

张顺菊的轻松，来源于今年 2 月 22
日福泉市委发布的一份文件。

当天正值元宵节，福泉市委发布
“一号文件”，决定免除全市高中阶段学
生学费，相应资金由财政拨付。福泉市

也成为贵州省首个免除高中阶段学生学
费的县份。

据 《经济日报》 记者了解，这份正
文仅 182 字的“一号文件”，每年免除的
学费金额超过了 1300万元。在张顺菊看
来，这是市委为全市群众送上的一份

“元宵大礼”。在福泉市免除的 1300多万
元学费中，一部分来自调减该市机关事
业单位的公务经费，另一部分则来自对
实施速度慢、效果不好的项目进行调整
而来的资金。

今年 8 月 22 日，福泉中学新学期开
学，因为不用代收学费了，作为班主任
的张顺菊，工作量减少了三分之二，感
到轻松了很多。

“代收学费是班主任最为重要的工
作。”张顺菊告诉记者，“以往一到开学
就犯愁，收钱、记账、汇总、对账，一
点都马虎不得，直到最后把所收学费悉
数存入银行，才算松了一口气”。

高中阶段学费免除政策实施后，不

仅班主任轻松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也可毫无顾虑地选择自己心仪的学校，

“只要中考分数够，就能读”。
福泉中学高一年级学生熊昌琳成绩

优异但家庭困难，今年中考报志愿时，
想都没想就报考了福泉中学，并如愿就
读。“若在以往，熊昌琳的选择可能不会
如此轻松”。

据了解，在福泉市，普通高中每年
学费为 760 元，而像福泉中学这样的省
级三类示范高中则为 1600元，多出的近
1000 元学费让不少贫困优等生只能选择
办学条件相对较弱的学校。

在张顺菊记忆里，以往因贫困辍学
的学生也不在少数，“虽然学校进行减
免，但支持力度还是相对有限”。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提高了不少，
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张顺菊老师告诉记
者，“家长和学生都认为政府在给自己帮
忙，自己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今年以
来，张顺菊所带班级的学生，学习成绩

普遍有所提高。
政府免除学费后，高中学校的办学

经费也相对更加充足。据福泉中学校长
罗绍良介绍，实施学费免除政策后，财
政按照学生数量拨付办学经费，而在以
往，学校免除贫困生的学费，都由学校
承担。“如今，学校的账上还‘多’出了
50余万元经费。”罗绍良笑着说。

2014 年以来，福泉市持续加大教育
基础设施投入，围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
育，实施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先后兴建
了 48 所中小学和幼儿园，有力推动了教
育质量提升。在福泉市 2015 年的财政支
持中，教育支出占到了 18.5%。“十三
五”时期，该市将压缩办公经费的 6%用
于支持教育，较“十二五”时期提升1个
百分点。

“现在党委政府对教育如此重视，更
加坚定了我们教好书、育好人的信心和
责任感。”张顺菊表示，深感个人责任重
大，使命光荣。

贵州省福泉市今年在全省率先免除高中阶段学费——

贫 困 生 上 了 好 中 学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政策背景政策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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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福泉市于今年贵州省福泉市于今年 22 月月

在贵州省范围内率先免除高中在贵州省范围内率先免除高中

阶段学费阶段学费，，将学费纳入财政支付将学费纳入财政支付

范围范围，，对缩小教育差距对缩小教育差距、、促进教促进教

育公平育公平，，促进贫困家庭脱贫促进贫困家庭脱贫，，具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有重大现实意义。。

寒冷的冬日里，一位女性拎着水果，来
到石家庄长安区医院，探望 90 岁高龄的陈
秀英老人。

看到病床上的老人露出笑容，一旁的
护士不由夸赞：“陈奶奶，您女儿真孝
顺，又来看您了！”陈奶奶幸福地回答：

“这可不是我的亲闺女，但比我的亲闺女
还要亲！”

老人口中提到的闺女名叫张静，是河
钢集团石钢公司的一位普通天车工。就是
她，在过去的 15 年中，助老扶老 152 人；发
起组织的“九九方舟”职工志愿服务队，已
注册志愿者 632 人，累计开展志愿服务 5
万小时，帮助急需照料的“空巢”老人近
3000 名。由于贡献突出，她被授予“全国
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称号。

助学帮困

1994年，19岁的张静在石钢公司担任
天车工，是个笑容甜美的“文艺女青年”。
一次，她从报纸上看到，许多孩子因贫困处
在失学边缘，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神，让她
心中骤起波澜。在母亲的鼓励下，她每月
从工资里抽出一大部分，资助平山县三汲
乡的贫困女童王晓华、王晓敏姐妹。这份
爱心持续了 10 年，直至姐妹相继毕业并找
到了心仪的工作。

从此，一颗善良的心与志愿活动发生
了命中注定般的“化学反应”。

2002 年，杭州一对儿女不孝的老夫妇
登报征寻“女儿”过元宵节的消息，触动了
张静的心弦。泪洒之余，她逐个查询石家
庄各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号码，从其提供的
信息中选出 6 位最困难的老人，拎上营养
品，挨家挨户去拜访。

在省会繁华路段上，张静拐进一个小
胡同，穿过一道又黑又窄的门洞，一座四处
堆满杂物的老式平房在繁华的映衬下，显
得格外落寞。西北角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
屋，就是马紫萍老人的家。两年前，独居的
老人从床上摔下，胯骨骨折，在冰冷的地板
上熬了一夜，才被好心的邻居发现送到医
院。面对高昂的手术费，每月仅 300 元养
老金的老人只能选择“回家静养”。此后，
老人大部分时间在床上度过，若要走动，只

能扶着一只小板凳慢慢挪动。为减少上厕
所次数，老人甚至不敢喝水。

看着老人孤寂空洞的眼神，那一刻，张
静清楚地认识到：比身体上的痛苦更折磨
人的，是心灵上的孤独。这些孤苦无依的
老人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她马上投入到对
老人的扶助中⋯⋯

汇聚爱心

为了解市区内孤寡老人的生活状况，
张静骑着自行车，几乎转遍了石家庄的大
街小巷。随着需要帮助的孤寡老人不断
增加，张静意识到，集合更多“善意的力
量”，才能让更多的孤老收获关爱。于是，

“九九方舟”诞生了，意取重阳节敬老，又取
“长长久久”。“最先‘发动’的是家人，后来
发展邻居、动员同事。”回忆往事，家人的理
解支持是张静最大的动力。

张静的事迹在媒体报道后，很多志愿
者主动与她联系，“爱的方舟”上的“摇
桨人”与日俱增。为给孤寡老人提供有针
对性的服务，志愿者进行了“全市孤寡老
人基本情况调查”，内容涵盖老人的身体
状况、经济来源、“空巢”原因、希望

“九九方舟”提供哪些帮助等。助老组将
老人们的详细资料汇总后，会分配志愿者
与其结成帮扶对子。

每周，“九九方舟”的组长们都会开个
小小的“见面会”，制定工作重点，以便更好
地满足老人所需。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小组
走进了“空巢老人”的生活，让那些饱经沧
桑的脸找回了久违的笑容。

从事助老公益，“九九方舟”并不回避
“市场”；相反，他们认为，走“志愿者与企业
赞助相结合的道路”，会实现孤寡老人、赞
助 企 业 和 志 愿 者 团 体 的“ 三 方 共 赢 ”。
2002 年至今，在“九九方舟”的 20 余次大
型活动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与企业、医院
共同举办的，成功唤起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意识，发挥出“正能量”。

每周六，志愿者们都会像去看望自家
父母一样，拎上水果、蛋糕等礼物，到孤寡
老人家中做家务、聊天、做饭⋯⋯志愿者们
还 为 老 人 们 联 系 医 院 ，进 行 全 面 体 检 。

“2004 年，我们组织老人到医院免费体
检。有位田奶奶说，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
次。”回忆起那个会心的笑容，张静仍难以
自持。

在关怀和帮助中，老人开始喊志愿者
“好闺女”“好小子”，志愿者喊老人“老爹”
“妈妈”，爱的纽带，将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
人牵到一起。

“九九方舟”的事迹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肯定。2008 年，“九九方舟”志愿者团队被
河北团省委授予“十大先进志愿服务集体”
称号。

执著坚守

“这可是一位好闺女呀，她可有着金子
般闪亮的好心！”陈秀英老人谈起张静，满
含感激之情。2004 年底，老人独居在仅有
9 平方米的小屋里，时常看着过世老伴的
照片发呆。了解情况后，张静将老人接到
自己家中过春节。“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
张静母亲的话，让老人热泪盈眶。那一天，
万家灯火、爆竹声响、团圆的气氛、一张张
笑脸，深深地刻在了张静心中。

张静心中装着众多老人，唯独装不下
自己。同伴孙世凤告诉记者，“静儿这几年
身体不好，腿肿得一按一个坑儿。10 多年
的助老工作中，她付出了很多艰辛，经常忙
得精疲力竭”。

德不孤，必有邻。张静的善举打动了
身边的人。“团委经常组织年轻职工与‘九
九方舟’共同助老。”原河钢石钢炼铁厂团
委书记宋子波与张静一起参与过助老活
动，他说，“有过助老经历的年轻人，好像一
下子‘懂事’起来，变得更加积极热心。当
时，炼铁厂有 70 人都加入了‘九九方舟’的
团队”。

“九九方舟”里还有一位小志愿者，她
就是张静的女儿。那时，聪聪只有 5 岁，执
意和母亲一起去看“奶奶”，张静拗不过，只
得带上她。当看到还没有扫帚高的女儿，
为老人们打扫卫生细心的模样，张静心里
有说不出的高兴，“志愿活动让小孩子更早
地理解‘孝道’的重要性”。

15 年间，皱纹和疾病悄悄爬上了张静
和志愿者的身体，但大家一直坚守：要为中
国梦的铸就尽一份“孝道”。“九九方舟”的
力量虽小，但孝道的力量无穷无尽。15 年
来，“九九方舟”见证着“世事无常、人间有
情”的大爱。

载满孝道的“九九方舟”
——记河钢集团石钢公司职工志愿服务队

本报记者 宋美倩

这两天，山东鱼台县遭遇
了一场低温天气。一大早，大
蒜种植户鉴保强就走进“鉴洼
乡村书屋”找寻大蒜防寒防冻
的良方。原来，为将低温天气
对农作物的损失降到最低，书
屋的主人鉴兆飞迅速与县农技
部门联系，配送了一批有关冬
季大蒜管理等科技书籍充实到
书屋。

熟悉鉴兆飞的村民都知
道，这个县城来的退休干部是
个“倔老头”，放着城里的福
不享，跑到乡下为村民义务开
书屋。

今年 63 岁的老党员鉴兆
飞，退休前在鱼台县环保局工
作。退休后，他反复琢磨，晚
年是“听渔舟唱晚，看夕阳红
遍 ”， 还 是 “ 人 生 重 把 目 标
定，莫负夕阳一寸阴”？直到
有一次，他回到老家清河镇鉴
洼村，发现这个鱼台县最偏远
的乡村，尽管有农家书屋，大
部分时间是“铁将军把门”；
他又跑到镇驻地调查，发现那
里既没有书店，也没有借书、
租书的场所。村民要想看书，
只能跑到 25 公里外的县城去
买。鉴兆飞说：“这几年，村
容村貌焕然一新，但文化建设
却成了被人遗忘的角落。村里
的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对
于剩下的老年人来说，如果有
个看书的去处，岂不是给他们
的晚年生活添加了一座精神‘加油站’！再说，村里
的孩子放学后也需要有个学习交流的地方。”于是，
鉴兆飞不顾家人反对，决定利用老家的院落，回乡创
办乡村书屋。

2011 年，鉴兆飞自费 5 万多元，买来 5000 多本
书，加上亲朋好友送来的，共计 1 万多本。带着这些
书，他回到鉴洼村。家里的老房子年久失修，到处透
风漏雨，书橱、椅子等家具更是没有着落，工作千头
万绪。他四处“化缘”，每天忙到深夜。一个多月
后，他把所有书籍分成 16 类，仅文学类书籍就排了
2000 多号，装了满满 27 节橱子。岁数不饶人，繁琐
的工作把鉴兆飞累倒了。到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股
骨头坏死，需要马上手术。手术 20 多天后，鉴兆飞
就着急出院了，拖着还未痊愈的双腿，继续为他的

“乡村书屋”忙碌着。
书到用时方恨少，这句话被鉴兆飞赋予了新的意

义。为了千方百计筹措书籍，他简直到了痴迷的地
步。有一次，鉴兆飞到闺女家去看外孙，临走时，把
客厅里的几本画册顺手放进背包里。外孙看到后急匆
匆地追出去：“爷爷，那是刚买的，我还没看呢！”有
亲戚朋友来看望他，他指着人家带来的营养保健品
说：“别花钱买这些东西，要送就送书来，那对我比
啥营养品都好使！”

来书的渠道越来越多，到了 2013 年，老屋放不
下了。鉴兆飞便用自家的承包耕地，换来村头一户村
民的闲置宅基地。他把这片宅基地垫高整平，2014
年春天，新书屋建成，前面还建了休闲文化广场。这
下子，前来参加文化活动和借阅图书的农民更多了。
鉴兆飞对前来借书的农民、学生，不收押金，书借走
后，还不还全靠自觉。5 年多来，共有 8 万多人次借
书，对前来借书的人，鉴兆飞经常提个醒：“有闲置
的书就送到我这里来。”因为这句话，这几年前来借
书的人送来了近 3000本书。

现在，鉴洼乡村书屋藏书量有近 5 万本，涵盖了
中外小说、政策、法律、种养技术、健康保健等门
类。前来借书的人已扩展到鱼台县清河镇的 41 个
村、罗屯镇的十几个村，以及金乡县卜集镇、高河街
道办事处的 10多个村。

谈起书屋的作用，村民谢庆标连连称好：“书屋
全天开放、随到随借，还不收一分钱，确实很方
便。”他说，有一年，自己种的棉花有很多“半羽
子”，造成产量大幅下降。鉴兆飞帮他找到了专业书
籍，经查证，棉花长“半羽子”的原因是缺锌，应施
硫酸锌肥料。他就买了几十元钱的锌肥撒到地里，棉
花亩产一下翻了一番多。

王鲁镇闫庙村种粮大户刘尚明也是书屋的常客，
他把这里比作“黄金屋”，“以前在外面打工，撇家舍
业，一年忙到头也赚不了几个钱。去年春节，俺在书
屋里听了一场关于种植绿色、有机水稻的专题讲座，
随后就流转了 60 余亩土地搞有机水稻种植。平常日
子，遇到种植中的‘疑难杂症’就到这儿来翻阅相关
书籍一探究竟。俺种的有机大米年收入 8万多元哩”。

通过不懈努力，鉴兆飞给乡村文化生活注入了生
机，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享受到文化的滋润。谈到书屋
今后的发展，鉴兆飞计划以乡村书屋为根据地，组建
唢呐、秧歌等文艺小分队，并经常聘请农业技术专家
等到书屋来授课。“这样，就能把乡村书屋打造成服
务农民的综合性文化大院。”鉴兆飞的笑容带着深深
的满足。

﹃
倔老头

﹄
和他的乡村书屋

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赵

磊

▲ 福泉中学的学生正在上课。 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 福泉中学的美术特长生正在练习素描。本报记者 吴秉泽摄

张静定期上门陪孤寡老人聊天。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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