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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金堂村采访的时候了解到，虽然地方不大，
但是这里人杰地灵，自古就有尊师重教的传统，学习氛
围相当浓厚。

据村党总支委员孙其达介绍，金堂村是由长房村和
中央沟村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2000年11月正式成
为行政村。因为村中有一条金堂河流过，故此得名金堂
村。

孙其达告诉记者，合并之前长房村以孙姓为主，而
中央沟村以陈姓为主，所以7位博士中两大姓的人占了
4个。“我们两个村的人数并不多，改革开放之前的经济
状况也不是很好。那时候以种植棉花为主，粮食产量也
不太高。但是我们这里向来有着尊师重教的传统，哪怕
生活过得再紧张，对于教育的投入和支持力度却一直很
大。”

孙其达说，1969年之前长房村和中央沟村都有村
办小学，村里的孩子都是在本村就读。老师虽然以民办
教师为主，但是对学生们都是尽心尽力，付出自己所有
的努力。陈述老师告诉记者，自己在上个世纪60年代
从师专毕业后，就开始在村里当老师。“那时候，村民的
生活普遍过得都不宽裕，但是他们对老师非常尊重，逢
年过节都会给老师们送土特产，而且对老师也是特别信

任，放心地把孩子交给我们。”
陈述说，村里出的这7位博士，起码有一半以上上

过他的课。“像金武阳、陈科技和俞洋洋这些80后的同
学，我虽然没有亲自授课，但是和他们的老师都有过接
触，也从各方面知道他们从小就刻苦学习，拥有远大的
志向。有了这样坚定的目标，加上老师的辛勤培育，才
会达到今天的成就。应该说，我们村里能出那么多博
士，不是某个人的功劳，而是大家尊重知识、重视教育的
结果。”

“村里的领导也非常重视教育，会对考入名校的本
村学子给予一定的奖励，并且开大会进行表彰。”陈述
说，“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2006年我们村的金武阳考
取北京大学的时候，村里的领导在礼堂里举行了一次隆
重的表彰大会，当时几乎全村的人都来了，场面非常热
闹。村里给了金武阳同学5000元作为奖励，他当场捐
出了一半的钱，作为村里的教育基金，获得了大家的一
致称赞。那一年，陈科技和俞洋洋也分别考上了中国人
民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都是全国知名高校，也获得了
不同金额的奖励。后来，他们3个都成了博士，那一年
可以说是我们村里教育的丰收年啊！”说起当时的情形，
陈述眼里闪着光，喜悦和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记者了解到，由于孙百连、应汉杰、陈利权和陈锦剑
年岁稍长，都已步入中年，而且有一定行政职务，所以回
家的机会比较少。而年轻的3位博士金武阳、陈科技和
俞洋洋则因为父母和亲属等都还在村里，所以每年回来
的机会更多一些，他们的经历也更能激励村里正在就读
的那些学子。

在村口边上的新房子里，记者见到了俞洋洋的父
母。他们在刚刚粉刷一新的房间里忙碌着，为儿子准备
家乡的美食，今年新儿媳妇上门，所以两位特别精心地
进行了布置和准备。俞洋洋的父亲俞新华笑着对记者
说：“今年我们家洋洋终于不是一个人回家了，我们看到
他成家立业，真是非常开心啊！”

俞新华告诉记者，作为普通的农民，他们在学习上
帮不上儿子什么忙，能做的就是给他创造一个自由、宽
松的学习条件。“我们家洋洋从小就没上过什么补习班，
他就是对化学有兴趣，而且从小就有明确的目标：学有
所成，回报社会和国家。”俞洋洋的妈妈说，“洋洋学习效
率很高，平时从不浪费时间。节假日，其他小朋友都出

去玩，他就喜欢在家里看书，上了中学之后，特别痴迷于
化学实验，获得过省里的中学生化学竞赛一等奖和国家
化学竞赛二等奖。平时他很安静，不太爱说话，在做实
验的时候，特别全神贯注。”

“后来他考取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并获得全额
奖学金，在那里取得了硕士和博士学位。在国外的几年
时间里，他就没花过家里一分钱，现在在江苏大学的研
究所做研究工作，也是长期埋头在实验室里。本来我们
还担心他的个人问题，现在有了志同道合的妻子，我们
也放心了。”俞新华说，儿子儿媳是大学里的同事，已经
领证。今年4月份将回到村里举办婚礼，到时一定要请
大家好好聚一聚。“当年，他奶奶取的这个名字——俞洋
洋，就是希望他能够走出村子，漂洋过海去更加广阔的
世界闯荡。现在洋洋也算没有辜负老一辈的期望。”俞
新华觉得自己的母亲还是很有远见的。

据不完全统计，自从恢复高考以来，金堂村已经走
出了上百名大学生，其中不乏北大、中科大、复旦、人大、
浙大这些国内知名高校的毕业生。

陈利权现任宁波市社科院院长，他是1980年考上
大学的，后来取得了南京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忆起当年
的情形，他还记忆犹新：“当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村子
里的人都跑到我家来祝贺。有的人送鸡蛋、有的人送笔
记本，那种尊重知识的风气一直让我很感动。”

陈利权告诉记者，村里尊师重教、尊重知识的传统
源远流长，这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也是鼓励村里的年轻
人积极向上的力量所在。“虽然现在我回去的机会少了，
但是家乡的印记一直深深留在心中，我也尽可能地为这
种正能量的传播作出自己的努力。”

采访中，几乎所有的博士都表示，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然而，好的引导和帮助也是很重要的，他们就一直
在这样做。记者了解到，之前每年寒暑假，几位年轻的
博士只要没有其他任务，都会回到村里待一段时间。除
了看望同学老师和父母亲属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活动
就是给村里的小朋友开讲座和座谈会。

“在我们村的礼堂里，几位年轻的博士都给村里的

孩子们上过课，很多时候附近的孩子也跑过来听讲呢。”
孙其达说，每年暑假，陈科技和俞洋洋都会利用假期来
给村里的中学生免费上课，讲解本学科最新的科学进
展，激发孩子们对于科学的向往和好奇心，效果都不错，
这也成了每年假期村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孙哲是95后，也是金堂村人，目前在南京的东南大
学就读建筑系二年级。“我和那几个博士哥哥相差了10
岁，从小父母就经常和我讲他们几个人的故事，他们几个
早就是村里读书人的榜样了。”孙哲告诉记者，当年他读
高二的时候，在暑假期间就接受过俞洋洋的辅导，给他讲
解了关于化学的很多学习方法，对他帮助很大。“他们几
个现在都成了村里人的骄傲，我们也早就把他们当成自
己的偶像了。”孙哲表示，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建筑师，将
来也要努力拿下博士学位，成为村里第一个90后的博
士。“当我学成之后，一定会回来建设家乡，我想把我们村
按照自然环境和人文特性，重新设计改造，让大家住得更
加舒服和有诗意！”

村里还出过
乒乓国手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金堂村不仅
尊师重教的文风源远流长，还有血性刚
烈的一面。村里出过两个烈士。其中
一位陈宏珠烈士曾经长期坚持敌后抗
日武装斗争。1945 年，在抗战胜利前
夕，由于叛徒出卖被日寇杀害，年仅28
岁。而陈科技博士正是陈宏珠烈士的
侄孙。陈科技目前就职于清华大学物
理系，在科技领域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
献。

此外，金堂村还出过残奥会的乒乓
国手。孙厨人1989年出生在金堂村，幼
时因为意外导致身体残疾，但是他很有
运动天赋。在13岁时，孙厨人有一天在
电视上看见马琳打比赛的画面，突然就
对乒乓球有了兴趣。于是父亲花了
2000多元给他买来了专业的乒乓球桌，
开始训练。后来，家里把他送到了陕西
一家专业乒乓球学校开始专业训练，成
绩突飞猛进。2006年，孙厨人入选国家
残疾人乒乓球队，代表中国先后出征世
界残疾人乒乓球公开赛、亚洲残疾人乒
乓球锦标赛，均取得骄人战绩。2010
年，在广州亚残会上，他勇夺乒乓球男
子团体金牌、单打铜牌。2011年世界残
疾人乒乓球公开赛上，孙厨人取得单打
第二名和团体第一名的佳绩。2012 年
孙厨人代表中国出战伦敦残奥会。

慈孝精神
传承文化

记者看到，金堂村到处充满了祥和
的气氛，老人小孩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孙其达和陈述告诉记者，村里大
力弘扬传统文化和慈孝精神，增强大家
的文化自信。

最近几年，他们建立了全新的文化
礼堂，逢年过节大家欢聚一堂，还可以
给年轻人举办婚礼和摆喜宴，成为村里
文化生活的中心。此外，他们还建立了
金堂村慈孝馆和文化长廊，里面陈列了
本村历史上的慈孝故事和杰出人物的
代表，上述7位博士的事迹也以灯箱的
形式展现其中。里面还陈列了很多老
底子的农具和老物件，让年轻一代能够
更好地了解过去的艰苦生活。

“百善孝为先，我们一直秉承这个
原则教育后代。每到假期，我们都会组
织志愿者给小朋友们讲解这些慈孝故
事和先贤才俊的事迹，让村里人增强凝
聚力，让文化能够传承下去。现在的日
子好了，也不能忘记过去的艰苦岁月，
要让他们知道只有重视教育，努力学
习，才能过上好日子。”孙其达的话代表
了广大村民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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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洋洋（右）和陈述老师在交流。 孙百连在村里的文化礼堂前。陈锦剑（右）和陈述老师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