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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5月，张佳鑫和远在

陕西的姥姥视频时，老人因为
弄不好摄像头看不到外孙急得
满头大汗。这使他产生了一个
想法：走进社区，教老人们学电
脑，帮他们跨过数字鸿沟。很
快，他召集 13 位同学开了第一
次讨论会，最终达成共识：教会
老人使用简单网络工具，消除
被科技隔离的孤立感。张佳鑫
给这个项目起了一个朝气蓬勃
的名字：“夕阳再晨”。从此，他
带团队每周到社区，以“手把
手、一帮一”的方式，帮助老人
们学习了解电脑、手机运用知
识。有的老人兴奋地说：“以前
夜里三点钟就得想着去医院排
队挂号，现在学会了网上预约，
想去哪家医院、想预约哪个大
夫，自己随时可以确定。”助老
活动在一个社区取得成功，张
佳鑫团队开始寻找第二个、第
三个社区。随着“夕阳再晨”服
务方式和内容得到广泛认可，
加入团队的志愿者越来越多。
截至 2018 年底，全国已有 19 个
省份，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
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
京语言大学、河南财经政法大
学、华中农业大学等在内的 100
多所高校的志愿者，参与到科
技助老行列中来，活动覆盖 500
多个社区。

随着志愿服务活动不断深
入、参加的志愿者越来越多，张
佳鑫感到，做大做实“夕阳再晨”
项目，关键是要有一套在实践中
打磨出来的实用教材和标准课
程。他带领团队组织编写 100
多讲课程讲义，出版了 3 本共
37.8 万字的“夕阳再晨”系列丛
书，成为全国各地高校志愿者科
技助老的教材。近年来，“夕阳
再晨”团队不断拓展服务内容，
他们帮助社区居民搭建“共建共
治共享”社区服务队，为许多社
区老人搭建起QQ群和微信群，
大家一起做垃圾分类、打扫社区
卫生、清除小广告、唱歌跳舞，让
陌生人变成老熟人，老熟人变成
自家人。

张佳鑫为“时代楷模”北京
榜样优秀群体成员，荣获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

132 张单英

张单英，女，汉族，1974 年 1
月生，中共党员，江西省鹰潭市
余江区杨溪乡江背村村委会妇
联主席。

张单英在外创业成功后，坚
定反哺乡梓之心，毅然回乡发展
农业，带领乡亲致富，助力家乡
建设，帮扶 49名留守儿童，成为
远近闻名的“爱心妈妈”。

经过十年打拼，白手起家
的张单英在异乡获得成功，但
让人们吃上放心米、放心菜、放
心药材的愿望让她毅然选择回
乡创业。2013年 3月，她注册成
立了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精
心培育绿色大米，创新栽培羊
肚菌，种植藏红花。农业一线
的耕耘奋斗，助她实现了土里
淘金的梦想，成为江西农业领
域的领军人物。

她致富不忘乡亲，通过“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形式，形成
良好的带动效果，带动非社员
农户 456 户，有效解决了身边农
村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给村民
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面对
前来求教种植技术的乡亲们，
她总是毫不保留地将技术传授
给他们，提供种苗，并让技术员
指导他们栽种。同时，她还通
过吸纳贫困户入股、务工就业
等形式，带动当地贫困户致富
增收。

张单英多次为家乡捐款修
路，2013 年捐资 11 万余元修建
村道。她组织成立“巾帼舞蹈
队”，自掏腰包买来音响等设备
器材，又请来舞蹈老师授课，丰
富农村妇女的业余文化生活。
张单英还经常到乡敬老院帮助
老人针灸治病，送上感冒药、筋
骨痛药等。

2015 年 ，张 单 英 出 资 168
万元建设能容纳近 80 名儿童

的“富昌快乐儿童家园”，多媒
体教室、图书室、生活用具应有
尽有，把这里打造成孩子们的

“新巢”。现有 49 名留守儿童
在快乐儿童家园免费吃住。张
单英还经常陪孩子们看书做游
戏，教他们洗衣叠被。有些孩
子胆怯、自卑，张单英就和他们
聊天谈心，用自己的亲身经历
鼓励开导他们。她用无微不至
的关心，给予留守儿童美好的
童年。

张单英荣获全国三八红旗
手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133 张晓艳

张晓艳，女，汉族，1966 年 8
月生，民革成员，中日友好医院
皮肤科主任医师。

张晓艳发起成立“全国社区
医疗服务志愿团”，汇聚北京900
多名医疗专家志愿者，奔赴贫困
山区、革命老区开展医疗援助，
行程数十万公里，为万余名患者
义诊治疗，使一些偏远地区的老
百姓在家门口就能见到来自北
京的医生。张晓艳被群众誉为

“最美医生志愿者”。
为了改善偏远地区缺乏优

质医疗资源的情况，让老百姓
看好病，张晓艳从 2013 年起，就
开始琢磨如何把北京的知名医
生组织起来到基层去，到贫困
地区、革命老区去开展服务。
2015 年 3 月，她发起成立“全国
社区医疗服务志愿团”。当年 4
月，就组织 10 多名医生去山西
省武乡县，开展第一次出京义
诊活动。有的医生为了不耽误
义诊，当天下班后连夜买票赶
过去。志愿团的医生特别受欢
迎，大家加班加点义诊服务 500
多名患者。2017年 7月，张晓艳
带 领 志 愿 团 专 家 走 进 西 藏 林
芝，开展了最为艰苦的一次义
诊活动。他们转了两次飞机，
又乘坐四五个小时的大巴才到
达林芝的波密县，去县里的村
庄又坐了一两个小时的汽车。
途中海拔最高处达 4700 多米，
工作环境海拔近 3000 米。专家
们与藏民同吃同住，有的医生
有高原反应，有的被蚊虫叮咬
满身起红疹，但他们担心的不
是自己的身体，而是怕耽误第
二天义诊。仅这次活动，志愿
团就为 2000 多名藏族同胞进行
了诊治。

为推动义诊长期进行，志愿
团目前已经在一些县医院开展
常态化支援，每月一次，风雨无
阻。几年来，志愿团行程数十万
公里，为超过万名患者做了义诊
咨询和健康指导，为市县医院、
乡镇卫生院和社区 5000 多名医
护人员开展疑难杂症会诊、诊疗
指导等培训帮扶活动，把优质医
疗服务送到了基层。考虑到还
有很多地方没法及时到达，张晓
艳便思考线上线下相结合，用远
程会诊和远程培训的方式，与基
层医生互动交流。如今，她正在
筹备网络远程培训基层医生的
工作。她说：“这一番忙碌很美
好，视野开阔了，天地也变得更
宽了。”

张晓艳为“时代楷模”北京
榜样优秀群体成员，荣获全国
最美志愿者、首都道德模范等
称号。

134 张超凡

张超凡，女，汉族，1992 年 3
月生，中共党员，吉林省长春市
绿园区艺凡艺术教育培训学校
校长兼党支部书记。

张超凡出生时就被命运夺
去了左臂，却不妨碍她的顽强

拼 搏 ，活 出 生 命“ 完 美 ”的 模
样。她是百余家媒体专访的 90
后创客校长，也是支教山区的
年轻讲师；她参与发起社会组
织 和 社 区 治 理 体 系 的 改 革 创
新，也亲自用全英文向世界讲
述中国精准扶贫、脱贫攻坚的
典型故事。

大学毕业那年，年仅 23 岁
的张超凡毅然放弃在北京保研
的机会，返乡寻求教育创业。
在她的不懈努力下，创办的长
春市绿园区艺凡艺术教育培训
学校，为知名学府输入生源达
1000 余名。为了让更多的青年
感知榜样的力量，2019 年，张超
凡与长春市绿园区委、区政府
联合打造“梦想小镇”基地公益
项目。该基地作为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至今已经招募 1.2 万
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重
点创立了新时代筑梦展厅、公
益梦想课堂、青少年双创基地，
开放至今公益参观量达 5.24 万
人次。

大学支教的经历使张超凡
心怀山区困难儿童，多年来她累
计为贫困地区捐资 128 万元，帮
扶 300 余名家庭特困、肢体残
疾、自闭症儿童免费学习中国传
统文化。在 8年时间里，她走进
部队、高校及贫困山区，进行了
700 余场公益励志演讲，线下受
益人数达 28 万人次，线上互动
人数为 5000 万余人次。张超凡
积极组织发动党员和社会爱心
人士投身公益事业，与自闭症学
校联合举办“汇梦未来”公益助
学活动，义务为 70 余名自闭症
学员授课。

她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和脱
贫攻坚行动，将其书稿的稿费全
部投入万平无障碍建设当中，用
186 个昼夜打造了 16 个无障碍
洗手间、电梯、坡道等，全面建成
无障碍全国典型实践基地和残
疾人创业就业孵化基地。联合
工会、团委、妇联等相关部门，成
立青年双创空间和创业者资源
共享平台，为家庭贫困的残疾
人、返乡创业的青年人免费提供
创业场地，助力他们实现创业梦
想。2019年，张超凡随国务院新
闻办、吉林省人民政府出访欧
洲，用全英文向世界展示中国扶
贫工作成就，介绍全球减贫的中
国方案。

张 超 凡 荣 获 全 国 向 上 向
善好青年等称号，荣登“中国
好人榜”。

135 陈立群

陈立群，男，汉族，1957 年
11 月生，中共党员，杭州学军中
学原校长。

陈立群退而不休，拒绝百万
年薪，来到国家级贫困县中学任
校长。他采用先进的教学理念，
提升教学质量；设立陈立群奖教
金，大力培养教师队伍；自费资
助贫困学生，用心哺育祖国未
来。一片丹心走出教育扶贫路，
用爱与责任呵护了贫困学子的
求学梦。

陈立群从教 38 年，担任校
长 30 多年，有着丰富的教学经
验和高效的管理理念。2016 年
退休后，他婉拒多家民办中学
的高薪聘请，毅然来到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
民族中学担任校长，开出的唯
一“条件”是分文不取。上任
后，他制定了《台江县民族中学
教师课堂常规》等 16 项管理制
度，整顿校风教风，创新教学方
法，短短两个月内学校面貌就
焕然一新。2018年，全校 901名
学生参加高考，450 人考取本
科，高考增量从全州垫底冲到
全州第一。

陈立群十分关心贫困学生，
在浙江时就曾资助宏志班学生，
来到台江又资助了多名贫困学
生。他还多次去医院接送、看
望、陪伴生病的学生。

陈立群说：“所有的帮扶总
是暂时的，所有的支教总是要
结束的，关键在于增强贫困地
区 教 育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造 血 功
能。”他与爱人商量决定，把他
所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杭

州市杰出人才奖的 20多万元钱
拿出来，设立台江县民族中学
陈立群奖教金，奖励有爱心、有
责任心、有能力的优秀教师，目
前已发放 3 批次，共有 27 名教
师受益。2018 年，贵州省教育
厅以陈立群之名成立全省名校
长领航工作室。陈立群积极探
索校长培养机制，义务作报告
开讲座 60多场，培训校长、教师
超过万人，为贫困地区培养了
一支留得下、靠得住、教得好的
师资队伍。

陈立群把台江的孩子当作
自家的孩子来对待，用心哺育台
江的未来。在他的影响下，越来
越多的苗族孩子树立高远志向，
立 志 学 有 所 成 后 回 来 建 设 家
乡。陈立群播撒下的爱的种子，
如今已如蒲公英一样在各地传
播生根，点亮苗乡希望。

陈立群被授予全国教育改
革创新杰出校长奖，荣获贵州省
优秀教育工作者等称号，入选

“最美浙江人”。

136 陈国辅

陈国辅，男，汉族，1930 年
12 月生，中共党员，四川省宜宾
市兴文县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
会顾问。

入党 66 年，陈国辅始终如
一践行“只要有益于人民的事就
要一直做下去”的庄严承诺。退
休后，他把晚年无私奉献给了扶
贫济困和关心下一代事业，挽救
失足青少年，帮扶孤残儿童，组
建宣讲团开展爱国主义教育，被
誉为当代“活雷锋”。

陈国辅是雷锋的战友，始终
以雷锋为榜样。1950 年参军的
陈国辅，曾和雷锋一起工作、学
习。雷锋每天天不亮就去炊事
班帮忙，发着高烧奋战在抗洪抢
险一线……这些事迹深深影响
着他，也激励着他一定要把雷锋
精神传承下去。

他生活清贫，却情系后代，
无私奉献。陈国辅至今居住在
80年代修建的县委宿舍楼里，两
室一厅里，家居陈设还是上世纪
的样子，老两口没有一点存款。
但是，他节衣缩食，从退休金中
挤、从生活费中挪、从各个方面
凑，积极助学、助困、助残、助孤，
圆了无数孩子的读书梦，先后挽
救了 46 名失足青少年，帮扶 52
名孤残儿童生活、学习。最多同
时资助 8个贫困生，每月要花上
千元。20多年来，究竟花了多少
钱，陈老自己也没有数：“每次都
是摸出钱就给了，也没有记个
账，也不用记嘛。”

陈 老 的 事 迹 感 动 了 兴 文
人，更赢得了尊敬和信任。在
他的感召和影响下，更多的人
加 入 到 了 扶 贫 济 困 的 行 列 中
来，全县 300 多名企业老板自愿
帮扶 546 名品学兼优的贫困学
生顺利圆梦大学，254 名老党
员、老干部结对帮扶闲散青少
年 171名。

他以史育人，让民族精神
代代相传。陈国辅从部队转业
后在家乡兴文县委党史研究室
工作，他也被人们称为“兴文活
党史”“爱国主义教育的活教
材”。1990 年退休后，他全身心
投入到爱国主义教育宣讲，主
编《抗美援朝故事选编》《红色
记忆》等爱国主义乡土教材，组
建宣讲团，跋山涉水到全县中
小学校开展“民族精神代代传”
宣讲活动。20 多年来，深深影
响了十几万学生。

陈国辅荣获全国关心下一
代先进工作者、全国岗位学雷锋
标兵、四川省道德模范等称号，
荣登“中国好人榜”。

137 陈晓磐

陈晓磐，男，汉族，1971 年
10 月生，中共党员，河南省漯河
市临颍县公安局皇帝庙派出所
指导员。

14 年来，陈晓磐扎根乡土，
热心助人，创设“留守儿童温馨
家园”，成立“学雷锋志愿警务
服务队”，设立“警务室身边好
人”基金，累计捐款 20 多万元。

他走村入户，扶危济困，被誉为
“新时代的活雷锋”“群众的贴
心人”。

多年来，陈晓磐节衣缩食，
甘守清贫，但对困难群众慷慨
解囊、奉献爱心。他了解到 75
岁的特困户张某两个女儿正读
高中，学习优秀却因交不起学
费准备辍学时，发动爱心企业
家捐款。听闻贫困女生考上清
华大学交不起学费，他当即资
助 3000 元……每年除夕他都到
幸福院与老人们一起联欢、看
春晚、吃饺子，自掏腰包为辖区
内 20 多个孤寡残困老人送红
包，老人们都把他当作他们的

“警察儿子”。
为了解决分包片区内留守

儿童失管失教问题，2009 年初，
陈晓磐联合辖区内 6 个村委会
和 5 所学校，成立“留守儿童温
馨家园”，为 200 多名留守儿童
安装亲情视频和空调，让孩子们
能与父母视频聊天、融洽亲情。
他还登门向周边企业求助，先后
帮 62 名家长找到工作，为留守
儿童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2013 年 6 月，陈晓磐组建
“学雷锋志愿警务服务队”，设矛
盾纠纷化解队、护村治安巡逻
队、道德法律宣传队、党员示范
服务队、消防环境督导队 5支队
伍。目前志愿者已发展到 400
余人，志愿服务进入常态化。
2018年初，他捐出全国公安系统
二级英模奖金 5 万元，用 4 万元
设立“警务室身边好人”基金，表
彰辖区村民善行义举，引导村民
学好人、做好人。在他感召下，
辖区内有 91人因爱心善举被推
选为市、县、乡道德模范。

陈晓磐以村为家，把村民当
亲人，自费制作发放 8000 余枚
印有姓名和电话号码的“警民连
心结”，手机保持 24 小时开机，
随时接受困难群众求助。“有困
难找晓磐，找到晓磐不作难”成
为当地群众口头禅。

陈晓磐荣获全国特级优秀
人民警察、全国公安机关学雷锋
成绩突出先进个人、全国公安楷
模等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

138 武霞敏

武霞敏，女，汉族，1939 年 1
月生，民盟盟员，上海交通大学
退休教师。

武霞敏身残志坚，开办“特
殊讲坛”。40 多年来，她坚持义
务家教，为来自残疾人家庭、贫
困家庭的孩子免费补课，惠及学
生达 600 余人。她虽无法像普
通人一样行走，却搀扶着一批又
一批学生走向成功。

武霞敏 3 岁患小儿麻痹症，
5 岁时腿上就绑上钢条，大学毕
业后成了一名大学教师。1978
年恢复高考，弄堂里很多青年人
都请她帮忙补课。她和丈夫商
量，在家里开设一个专门针对残
疾人家庭和贫困家庭子女的“一
对一”义务辅导班。1995 年，由
于长年单腿用力，她右腿股骨头
缺血性坏死，髋关节半脱位，她
不得不提前退休，但家中的特殊
课堂却一直开办着。补课忙起
来，武霞敏顾不上自己吃饭，但
她却时常把学生留在家里吃饭。

她的学生，既有初中生也
有大学生。为了满足对不同年
级学生教学的需要，她经常开
着残疾车，到附近书店的教辅
书专柜上“补货”，然后回家钻
研。对一些特殊的孩子，武霞
敏不仅辅导他们的功课，还主
动和学生父母沟通，化解孩子
和父母的矛盾，并给有自卑情
绪的学生做心理辅导，鼓励他

们乐观上进。
慷慨的武霞敏其实经济并

不宽裕，一家人在老房子里住了
几十年，几年前才在女儿资助下
贷款买了新房。许多人看见她
的住房条件后都说，武老师如果
收补课费，凭着她的资历，早就
能买几套房。可她只是淡淡一
笑，“能够为社会尽一点力，这实
在是一种幸福”。

武霞敏把教书育人作为己
任，并把这种爱心传递给了学
生。她的一些学生，在考上大学
以后主动申请加入义教助残的
队伍，把爱传递下去。

武霞敏荣获中华慈善奖最
具爱心慈善楷模等称号。

139 林建德

林建德，男，汉族，1922 年 7
月生，中共党员，福建省漳州市
东山县百货公司退休干部。

从“一五”普法到“七五”普
法，林建德始终坚持普法宣传，
帮助老人学法用法，维护权利，
安度晚年。30 多年来，为老人
们义务提供法律咨询 3000 多
人次，调解家庭纠纷 600 余起，
成为社区群众身边的“法律传
播人”。

1982 年，已经退休的林建
德开办“政协老年诊所”，义务
为老年人看病，他发现，前来

“就诊”的老人们“心病”多于
“身病”：老人赡养、遗产分配等
问题是困扰老年人的最大“病
根”。林建德意识到，普及法律
知识才是医治老年人“心病”的
一剂“良方”。1985 年，林建德
自 费 报 名 参 加 了 法 律 函 授 学
习，63 岁的他成为当时学校里
最高龄的函授生。

1987年春，漳州市第一个基
层老人协会组织——东山县公
园街老人协会成立，林建德被推
选为会长，开始了他 30 多年义
务普法之路。1995年，林建德自
费开办全市首家基层老年学校
并担任校长。学校常年开设法
律法规、老龄工作方针政策、公
民道德等课程，并从公、检、法等
部门聘请专业法律人士开展专
题讲座，讲授婚姻家庭、遗嘱继
承、老人权益保护等。多年来，
培 养 了 2000 多 名“ 法 律 明 白
人”，他们最年长的 90岁。许多
老年人通过学法用法，不仅解决
了家庭问题，还热心参与邻里社
区纠纷调处，成为当地司法所的
好帮手。

林建德坚持用法维权，每当
身边人遇到难事，他便挺身而出
巧调解。退休女职工黄阿姨的
养子不尽赡养义务、抢夺老人房
屋产权。在林建德的帮助下，老
人通过法律手段解除了收养关
系，收回了房屋产权。养子最终
改正了错误，还为养母送终。陈
大妈丈夫病故、儿子被劳教，一
个人孤苦无依，想改嫁又害怕风
言风语，在林建德的帮助下，做
好财产公证等事宜，最终重组家
庭。30多年来，林建德热心帮助
十几对丧偶老人重组家庭，安度
晚年。

林建德很早就萌生了入党
的想法，但因为觉得自己文化程
度不高，就把入党的心愿深埋在
心里。2015 年 11 月，老人终于
鼓起勇气向党组织提交入党申
请。2018年6月30日，终于成为
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更加坚
定了老人心中的法治理想和以
法助人的信心决心。

林建德荣获全国法治宣传
教育模范个人等称号，荣登“中
国好人榜”。

140 周丰林

周丰林，男，白族，1981 年 8
月生，中共党员，96834部队某分
队战士。

周丰林入伍后，以雷锋为榜
样，15 年坚持捐资助学、扶贫帮
困，累计捐款 30余万元，资助 95
名少数民族贫困学生重返校园，
多方筹措资金为贫困学校建水
窖、做校服、送学习用品，在助学
帮困中实现人生价值，被孩子们
称为“知心兵哥哥”。

周丰林入伍所在单位与雷
锋生前所在部队同属原沈阳军
区，他看雷锋日记、听雷锋故
事，把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作
为自己的价值追求，并将救助
贫困学生当作学雷锋的具体行
动。他利用假期走访湖南、贵
州、青海等 7 个省份 45 所山村
学校，先后资助藏、白、苗、瑶等
9 个少数民族 95 名贫困学生重
返校园。筹措资金为贵州、甘
肃等贫困学校修建 6 口爱心水
窖 ，定 做 700 余 套 校 服 ，赠 送
4000 余件学习用品。2014 年，
周丰林不幸患上肾病，必须靠
药物维系生命，但仍每年拿出 2
万多元助学帮困。为了多省出
点钱，他不抽烟不喝酒，坐火车
再远都只买硬座，宁可走十几
里山路也舍不得花七八块钱乘
车，患病前还一直利用休息时
间在营区内收集废品换钱资助
帮扶对象。

周丰林助学不光捐款捐物，
更重要的是给信心给力量。他
在每一张汇款单附言中都写上

“好好学习、回报社会”8个字，在
每一次交流时都叮嘱学生做对
社会有用的人，帮助贫困学生树
立信心、健康成长。得知湖南省
吉首市 1名贫困学生想辍学，周
丰林专程赶到他家里，讲人穷不
能志短、贫困更要发奋的道理，
并经常写信鼓励他。后来，这名
学生以全校第一名考入县重点
高中，毕业后毅然报考师范学
院，准备成为一名乡村教师帮更
多孩子圆读书梦。

周丰林汇聚了爱心的暖流，
影 响 带 动 战 友 们 一 起 爱 民 奉
献。在他的感染和带动下，战友
们自发成立“周丰林学雷锋团
队”，利用周末假日常态开展“送
修下乡”“义务巡诊”等活动，为
周边敬老院、留守儿童、贫困村
民提供服务和义务劳动。团队
设立了“爱心箱”“节约箱”，先后
有 200 余名官兵参与扶贫帮困，
共资助贫困学生 50多名，与 8户
贫困家庭结成帮扶对子，每年协
调帮助 10余个贫困家庭解决实
际困难。

周丰林荣获全国扶贫开发
先进个人、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年、全国拥政爱民模范、全军学
雷锋先进个人等称号，荣立一等
功、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

141 周秀芳

周秀芳，女，汉族，1948 年 6
月生，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李惠
利小学退休教师。

她是“支教奶奶”，古稀之年
远赴贵州、湖南支教；她是“爱心
搬运工”，汇聚市民爱心送到贫
困山区；她是“扶贫带头人”，精
准帮扶溆浦、延边产业脱贫。她
用大爱情怀为山区孩子点燃希
望之灯，也为扶贫协作搭建爱心
之桥。

2014年，退休后的周秀芳怀
着“支教梦想”，来到贵州惠水县
支教。2015年 3月，周秀芳实地
考察了解到，湖南溆浦县九溪江
桐林小学的条件更艰苦更需要
支援，当即决定留下来。在溆
浦，她不仅带来新的教育理念，
还自掏腰包资助困难学生，帮扶
孩子做手术，给孩子买校服，给
学校买电脑。她和儿子、儿媳长
期结对资助 16 名贫困生，把自
己的“养老钱”用得精光，常常一
碗米饭、一碟泡菜就对付一餐。
最困难的时候，她的工资卡里只
剩下 3.6 元。周秀芳患有高血
压、恐高症和风湿性关节炎，双
腿肿胀无法行走。为掌握学生
情况，她强忍疼痛，撑着拐杖挨
家挨户走访，最远要走 8个多小

时，经常摔伤。一次家访途中，
她从山上滚落，险些性命不保。
但 她 只 休 息 了 几 天 ，又 继 续
上路。

周秀芳汇聚社会力量，共
同参与支教事业。她将当地学
校状况发到微信朋友圈，引发
社会各界关注。2015年 9月，九
溪江第一所农村希望小学桐林
小学建成投用。此后，不断有
爱心人士给予财力物力支持。
近年来，经周秀芳多方协调，筹
措资金，在湖南溆浦捐建了 27
所希望小学，近 400 名贫困生得
到 结 对 帮 扶 ，累 计 捐 款 物 近
3000万元。

为了让山区孩子享受更好
的教育资源，通过周秀芳牵线，
鄞州教育局在溆浦建立支教基
地，组织教师定期支教，并组织
溆浦青年教师到鄞州“取经”，培
育“种子教师”。

为 帮 助 山 区 真 正 摆 脱 贫
穷，周秀芳以支教为“支点”，通
过劳动力转移、产业扶贫等方
式进行帮扶。2018 年起，周秀
芳将宁波珍贵柑橘品种“红美
人”引入溆浦，并牵线为当地建
起茶园，还介绍 100 多名村民到
宁波企业学习技能。在鄞州区
政府的帮助下，周秀芳建起了
爱心工作室、爱心帮扶基金会
和周秀芳爱心驿站，引导集聚
社会帮扶资源。

周秀芳被授予全国脱贫攻
坚奉献奖，荣获全国最美志愿者
称号，荣登“中国好人榜”，其家
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142 索朗朗杰

索朗朗杰，男，藏族，1967年
6月生，中共党员，生前系西藏自
治区林芝市巴宜区中学党总支
书记。

索朗朗杰从教 28 年，长年
资助困难学生，资助、劝学过100
多名孩子。他用真情关爱感召
学生，在孩子们心头埋下真善美
的种子，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

“学生就是我们的孩子”，
索 朗 朗 杰 一 直 像 对 待 自 己 的
孩子一样照顾学生。1994 年，
索 朗 朗 杰 把 第 一 次 走 出 大 山
上学、感到自卑无心学习的央
珍接到自己家里住，在生活上
给 予 央 珍 无 微 不 至 的 关 怀 和
帮 助 ，学 习 上 进 行 一 次 次 鼓
励。不久，央珍的学习成绩进
入全班前三名，也在苦学中找
回了自信心。2006 年，索朗朗
杰 听 说 自 己 的 学 生 措 姆 以 优
异成绩考上高中，但家里拿不
出学费，进退两难的情况后，
他马上开车拿来 2000 元，塞到
措姆父女手中。之后，索朗朗
杰一直资助措姆和她的妹妹，
帮 助 她 们 顺 利 完 成 了 从 初 中
到大学学业。央珍和措姆，上
大学时都选择了师范专业，毕
业后毅然回到家乡，成为人民
教 师 。 她 们 像 索 朗 朗 杰 老 师
当年那样，告诉孩子们，山外
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人生路应
该怎样走。

对于不爱学习、调皮捣乱的
学生，索朗朗杰从不严厉批评，
而是通过心贴心的沟通交流给
他们讲道理。他邀请孩子们到
家里喝甜茶、吃饭，语重心长地
对孩子们说：“包吃、包住、包基
本学费的‘三包’政策，是党和政
府的特殊关怀，你们要懂得感恩
呀，要好好学习，将来成为社会
有用之才……”在他一次又一次
劝导下，这些孩子不再调皮、逃
课，都顺利完成初中学业，有的
考上高中、大学，有的自己创业
小有所成。

感谢信看过后，从不留；帮
了多少人，从不记。2018 年 11
月 30日，索朗朗杰因病去世，生
命定格在 51岁。随着一波又一
波人前来吊唁，索朗朗杰生前资
助困难学生的事，才渐渐为人所
知。“这些年，他究竟资助了多少
学生，从来不向人提起。”

索朗朗杰荣获西藏自治区
“两基”工作先进个人、西藏自治
区先进驻村工作队队员等称号。

（下转第十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