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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宁波晚报》记者吧，今天打扰你，还
是想请你帮我们写个表扬稿，感谢一下唐老
师。”前天晚上，在余姚打工的何先生和记者取
得联系。

何先生说的唐老师，叫唐伟巨，是余姚市子
陵教育集团世南校区的老师。去年9月21日，
本报曾以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唐老师借钱给何先
生为他儿子小何看病的事，引起不小反响。何
先生这次来电是报喜的，困扰他儿子多年的病
终于看好了。而这次他儿子的手术费又是唐老
师垫付的。

唐伟巨老师在为学生辅导作业。 受访者供图

唐伟巨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小何的病他
一直记在心上，并多次催家长去给小何看病。

“1月24日，期末考试结束后，我就催他们赶紧去
给孩子看病。我知道他们经济困难，就时不时打电话
询问小何的病情。当他们说给孩子看病没有钱时，我
就抽空到医院去了一趟，帮他们把2万元押金交了。
学生家长1月份工资到手后，再加上出院时的一些退
费，先还了我1万元，还有1万元我让他们不用急着还，
毕竟他们过年也要用钱。”唐老师说。

前年，唐老师先送何先生家2000元，后又借给何
先生2万元。考虑到何先生家困难，去年暑假，唐老师
还多次阻止他们去贷款还钱。到现在为止，何先生还
欠着唐老师3万元。唐老师说，他们在外面打工不容

易，什么时间有钱再还也不迟。
唐老师告诉记者，他在四明山教书时有一个学生

叫汪海波，目前在宁波工作，过年前在网上看到报道
后，主动要求资助小何。上周，汪海波把首笔1600元
资助款打到了何先生的卡里。唐老师说，他和汪同学
会一直资助小何至大学毕业。

了解唐老师的人都知道，他的家庭条件并不富裕，
现在还居住在一套多年前买的、不大的安置房里，女儿
还在读书，妻子也在外面打工，但他却处处关心学生，
被大家称为“别人的老师”。

“我是老师，喜欢看到学生们高兴的样子。如果学
生生病了什么的，我也会难过。帮助他人，也是为了收
获一份快乐。”唐伟巨老师说。 记者 边城雨

何先生说，他儿子得的是软骨瘤，平时靠药物维
持。前段时间，病情急剧恶化，药物已经不起作用。“今
年1月24日，儿子必须交费住院做手术，可厂里工资还
没发，家中只有约1000元，实在付不出钱了。”

何先生告诉记者，他们是贵州人，在余姚举目无亲走
投无路的情况下，刚好唐老师询问了他儿子的病情，他就
如实告知。“当时，我在余姚市人民医院给儿子做检查。
做完检查后，医生说要做手术，得先交2万元押金，我们实
在拿不出来这笔钱。正在这个时候，唐老师给我打了一
个电话，问孩子的检查情况怎么样，我说要做手术，但
我们没有钱，想推到以后有钱了再做。”何先生说，唐老

师听了，说这样不行，他马上过来，先把住院费交了。
半个多小时后，唐老师赶到医院，刷卡把2万元押

金交了。“我万分感激，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交过钱
后，医生给做了手术。手术很顺利，现在孩子已经康复
了，压在我们心头多年的石头终于落地。”何先生告诉
记者，“为了方便上高中，现在孩子已经转回贵州老家
读书了。知道我们家经济困难，唐老师又找了一个好
心人，和我儿子结对，说一直要资助到大学毕业。我们
一家很庆幸，在宁波遇到了像唐老师这样的好人。他
是真正的好老师，他的恩情我们这一辈子都没法回报
的。”

“学生好我才快乐”

唐老师再次伸出援手

本报讯（记者 徐叶 通讯员 葛
飚明 史燕蕾）“来了，来了，又有订
单！”昨天上午，北仑职高校园“网红”
开了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在线直
播。红烧牛腩、酱牛肉、炒牛肉相继
出锅，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香味。

老师现场制作，学生在线直播推
广，最终网络下单销售，一条龙服
务。经过师生2个多小时的努力，直
接拉动了北仑白峰一家养殖基地本
地黄牛肉的销售业绩。据统计，仅直
播时下的订单就有几十笔，总金额超
过3000元。

据了解，这种牛肉来自一种古老
又罕见的肉牛，名叫“北沙牛”。养殖
基地负责人老冯自小与北沙牛打交
道，为了避免种群消失，老冯一直努
力做着“保种计划”。但因知识和技
能匮乏，北沙牛养殖和销售都碰到了
很大困难。酒香也怕巷子深，好肉愁
卖，让老冯一筹莫展。

北仑职高一直在服务美丽乡村
建设，得知北沙牛的故事后，很希望
借助“产教融合”的模式，帮老冯改善
现状。该校电商专业师生经过多次
实地考察，为北沙牛产品量身定制了
系列销售方案。不仅重新设计了线
下体验店，还结合OTO电商模式，推
出了“美食健康版”在线直播。直播
时，“大厨”的专业烧制过程，吸引了
不少市民的眼球。

通过直播、多渠道设置微信营
销，慢慢打响北沙牛的知名度。而养
殖基地也为电商专业学生提供了实
习实训和创新创业的机会，双方在互
帮互助中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真的
感受到知识的力量，特别羡慕这帮年
轻的孩子。”老冯说，自己也十分珍惜
这样的学习机会。

记者了解到，北仑职高主办的
“浃江在线”平台，“养”出了不少校园
“网红”。这个平台不仅服务周边居
民、服务乡村，还助力吉林延边农产
品销售，有趣有意义。

校园“网红”在线吆喝

一头“牛”
拉动乡村经济

好老师再伸援手
为学生垫付2万元手术费
孩子的病已治好，回老家读书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