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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家车停靠路边，身着橙色马甲的志愿者随
即上前拉开车门，将车内孩子护送进校门。每逢
上学高峰期，这样的场景几乎出现在我市每所幼
儿园、小学门口。

2011年春夏之交，本报以群众需求为导向，
独家策划并推动了“护苗队”志愿服务模式的普
及，并通过不断提炼和宣传，使之成为我市甚至全
国不少城市有效破解校园周边交通拥堵的制度性
做法。如今，“护苗队”已走过十个年头，校园最后
100米的平安依然有一群可爱的人守护着。

独家聚焦“护苗队”
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护苗队”志愿服务模式最早发源于宁波市机关
第二幼儿园。幼儿园地处海曙区鼓楼附近，周边老旧
小区林立，校门前是狭窄的苍水街，路段上还有一个
公交停靠站台。“在没有‘护苗队’之前，送孩子入园的
家长只能将汽车停靠在路边，扎堆的时候，苍水街两
侧全是车，留出的中间过道勉强供一辆车通过。这条
路一堵，很快会蔓延到周边小区，很多居民连小区大
门都出不了，催促的喇叭声此起彼伏。”谈及曾经难解
的交通拥堵，该幼儿园汪老师至今记忆犹新。

转变是在2011年。当时在幼儿园与海曙交警的
共同探讨下，“护苗队”模式的雏形诞生。那一年的4
月25日上午8点30分到9点间，苍水街终于摆脱了昔
日的拥堵。一位位家长按规定在10米开外的马路边
停车，“护苗队”志愿者会立即上前打开车门，将小朋
友迎入园。而当孩子安全交给志愿者后，家长也会迅
速驶离，不在现场逗留，整个接送过程不过5秒钟。

本报记者在得知这个消息后，当即到现场观察
“护苗队”试行后的交通情况，并于4月26日独家推出
一个整版的纪实式报道。当天，新闻热线电话响铃不
止，许多市民建议模式迅速推广。

化被动为主动
持续推动该模式全市推广

第一篇新闻刊出后，本报化被动为主动，与交警、
教育等部门密切对接，实行动态策划，通过连续报道
不断推动事件发展和问题解决，使“护苗队”迅速成为
当时的舆论热点，极大激发了其他学校的参与热情。

那一年暑假，本报还参与研讨如何让“护苗队”更
上一层楼。2011年9月，新学期伊始，很多人发现“护
苗队”更规范了，不仅有了统一的着装和引导动作，更
有了从组建、培训到审核、上岗等一整套管理体系。

被复刻的模式，在更多校门口收获了立竿见影的
成效，也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当时，本报利用互动
平台，积极吸聚读者智慧，持续推动“护苗队”机制完
善，这一蕴藏着民间智慧的金点子，很快得到市教育
局、市公安局、市文明办等部门的高度重视，联合发
文，确定在全市范围内推广。

2012年3月20日，在“护苗队”深化推广约一年
后，得到国家、省有关部门的关注，教育部特意为此刊
发简报，向全国介绍宁波经验。

一晃近10年过去了，在一年年的坚守、一代代的
传承下，我市“护苗队”已化作这座城市的文明金名
片。 记者 陈烨 通讯员 石奇峰

现任宁波日报报业集团都市报
系副总编辑的杨静雅曾全程参与万
人助学报道。那场声势浩大的公益
行动中，藏着太多的温暖，令她感怀
至今。

万人助学源于曾在贵州岑巩县
插队的北仑机关干部张义恩的一次
善举。2005年 10月，故地重游的
他被那里的贫困深深震撼，在他的
牵线搭桥下，至2006年3月，他和
他的同事先后与100名贫困学生结
对。2006年3月29日，杨静雅与同
事以“77名北仑人捐助了125个贵
州孩子”为题报道了这个感人的故
事，并以此为契机，与北仑区扶贫办
发起“千人助学”行动。

星星点点的微光凝聚成万丈光

芒，爱心接力棒迅速从北仑传到整
个宁波。同年8月19日，本报又联
合宁波市扶贫办、宁波电视台举行

“甬黔携手，万人助学”活动。当天，
活动在全大市11个广场同步铺开，
爱心速度不断被刷新：万名市民

“抢”着与10297名贵州贫困学生结
对，场面空前宏大。

那半年里，本报接连发表相关稿
件70多篇，助学贵州成了当时的热
点话题。从1人到千人，再到万人，
涓涓爱心汇成助学长河。在“浙江骄
傲-2006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颁奖
典礼上，著名作家程蔚东在给助学贵
州的万名宁波市民的颁奖词中写道：

“这就是东部沿海的一座城市对情义
无价和谐中国的全部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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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助学只是一个起点，在那
之后，形式更加丰富的爱心资助还
在甬城大地上延续。

2007年4月15日，杨静雅与同
事赴贵州看望受助学生，看到了许
多孩子，因得到宁波市民资助，正在
改变命运轨迹，同时也发现当地许
多学校图书奇缺的现状。回到宁波
后，经多方联络沟通，一场“图书传
递”行动在本报和宁波市扶贫办等
单位发起下迅速成型。

5 月 11 日至 16 日，仅 6 天时
间，宁波市民捐书130.8万册、文具
100万件。6月1日当天，这份厚重
的儿童节礼物被送达贵州上百所小
学，十多万名贵州孩子因此受益。

“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看
到的都是山，山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看不远，我很想到大城市里去看
看，但贫困挡住了去路。现在有了
这么多书，我可以在书里看大城市
了。”当时，贵州台江县番省小学
501班学生张美英给宁波孩子写
来这样一封感谢信。

在“图书传递”行动的助推下，

此后陆续有上千个宁波家庭奔赴贵
州，或看望已结对的贫困学生，或结
对新的贫困学生，一个又一个回访
团、助学团成行。

2009年3月末，市扶贫办和宁
波媒体记者组成回访团再赴贵州，
从中又发现了新问题。由于当地教
育布局的调整，一些大山深处的学
生上学之路越来越远，只能吃从家
里带去的冷馒头。

“捐出你的一元钱，就能让贵州
贫困山区的孩子吃上一顿热腾腾的
午餐。”当年4月15日，晚报等媒体
和市扶贫办发出倡议，启动“温暖午
餐”公益行动。至那一年年底，宁波
市民捐款320万元并全部汇往贵州
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和黔西南
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这些捐款让当
地1.5万名苗乡侗寨孩子吃上了热
腾腾的午餐。

2010年2月9日，“温暖午餐”
入选央视2009温情故事，那一年的
正月初七晚，白岩松为全国观众真
情讲述发生在甬黔之间延续多年的
爱与被爱。 记者 陈烨

图书传递、温暖午餐……
继续激发宁波人的爱心基因

因万人助学，贵州许多贫困学
生的人生轨迹发生变化，杨再菊是
其中一位。今年29岁的她函授本
科毕业，是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
一家医院的在编护士，有一个美满
的家庭，两个可爱的儿子。

被她视为恩师的是宁波东钱湖
旅游学校的陈忠裕。2006年，两人
因“万人助学”结成对子，当时的她
还是一名初二学生，母亲去世，留下
她和年幼的弟妹，这个破败的家仅
靠父亲支撑。

“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一直资助
你到大学毕业！”助学结对后，陈忠
裕的一席话收回了她原本想要辍学
的心思。头几年，两人的交流靠书
信，后来装了固定电话，再后来有了
智能手机，远隔千里，彼此之间的联
系从未中断，陈忠裕不仅是资助人，
更成了她的良师益友。每学期的学
费按时汇出，生活、学习用品定期寄

到家中，字里行间或言语里总是在
鼓励，正是这样的温暖引领着杨再
菊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

2013年，大学毕业的杨再菊成
了寨子里第一个大学生。次年，得
知她顺利进入当地医院从事护理工
作，兴奋的陈忠裕当即买了机票，赶
到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南宫乡交
包村五组，为她庆贺。

当村民们得知培养出寨子里第
一个大学生的宁波人要来，大伙儿沸
腾了。陈忠裕还没进村，欢腾的鞭炮
声就此起彼伏地响起，热情朴实的当
地人把他团团围住，感谢的话说不停。

这么多年过去，陈忠裕早已不
记得当时资助结对的场景，但犹记
得他被夹道欢迎的“盛况”。

“他们对宁波人感恩，但我觉
得，我们只是给了一个机会，是阿菊
自己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她非常了
不起！”陈忠裕说。

贵州女孩因宁波人资助
成为寨子里第一个大学生

北仑机关干部助学报道
掀起万人助学热潮

护苗队志愿者在指挥交通。 记者 刘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