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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张振生放弃一份报酬丰厚的
工作，选择到离家2000多公里的山区
支教，张振生的父母一开始是很难理
解。但张振生认为，每个人都有自己
认定想走的一条路，支教就是他现在
认定的路。

“一个好的教育可以影响一个人
乃至整个社会。山里面有这么多小
孩，如果能帮助他们，他们以后会不会
影响到他们的后代，影响到更多的小
孩？”张振生说，“有时候，我的一些朋
友和亲戚劝我要为自己考虑，不要一
直这么傻，但我认为这不是傻，这件事
情很重要。”

争执了一段时间后，在张振生的
坚持下，父母只好妥协，进而默默支
持，总是叮嘱张振生要注意身体，时不
时给他寄一些衣物和生活用品。面对
父母，张振生觉得多有亏欠，每每提及
便哽咽不断。

改变的不止是张振生的父母，还
有当地村民。

张振生说，刚开始的时候，当地有
些家长的想法很实际——把孩子送到
学校里，学校给吃给喝，还有从全国各
地来的志愿者老师帮忙照顾孩子。而
为了把孩子们更好地留在学校里，张
振生和其他支教老师在学校总有干不
完的活，寒暑假记挂着学校的基础设
施，支教6年，他只回家两三次。

张振生的付出，当地村民自然是看
在眼里记在心里。与此同时，随着时间
的推移，村民的教育理念也在发生变
化，认知也在提高。“现在家长们就想让
自己的孩子认真学习，上好的初中、好
的高中、好的大学。”张振生说。

当地村民也在用行动接纳他，温
暖他。2019年冬天，大雪封山，食物
无法送上来，学校的水管都冻住了，村
民们冒着大雪，跋涉几十公里，把水和
食物送到学校。

2021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
面胜利。同年4月，浙江宁波与四川
凉山开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宁波的
10个区（县、市）对口帮扶凉山11个
县。几年来，宁波、凉山两地在产业、
消费、教育、医疗等方面帮扶协作成效
明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

“当初我们来的时候，这里全是泥
土房屋。现在，路也修好了，每家都盖
上了现代化的新楼房。”张振生说，虽
然美姑县的物质条件已经得到改善，但
师资力量依然薄弱。去年，张振生成为
爱慕小学校长，同时教授二年级数学
课。包括张振生在内，学校现有10名教
师，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支教老师。

今年10月下旬，记者前往爱慕小
学采访，相关报道刊发后，在宁波引起
强烈反响。本报联合宁波市慈善总会发
起的“美姑村小助学”公益项目开启捐赠
接收通道，宁波市服装协会组织联系爱
心企业筹集衣物。12月19日，衣物运
抵爱慕小学，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的
捐赠一幕。

这场持续6年的支教，开局虽然很
困难，但看着孩子们穿着爱心企业捐赠
的暖和的爱心冬衣，还有眼前即将投入
使用的全新校舍，张振生觉得自己还能
陪伴这些孩子们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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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校长”张振生：

从东海之滨来到西部大山
只为孩子“推开一扇窗”

放弃外贸公司的工
作及优厚待遇，从东海
之滨的浙江宁波，跨越
2000多公里，来到西部
大山四川凉山支教；从
原本打算支教一学期，
到现在一待已是6年；从
改进教学方法提高学生
成绩，到每天对孩子们
“唠叨”，起床要刷牙、洗
脸，见到陌生人要打招
呼问好……“支教校长”
张振生最大的期望是，
通过自己的努力，为这
些山区孩子的未来“推
开一扇窗”。

四川凉山州美姑县尔马千村
爱慕小学，地处海拔2000多米的
大山深处，12月19日，14箱沉甸
甸的物资从宁波运抵该校，里面有
290件过冬衣物，是宁波爱心企业
金鸟服饰和博洋服饰送给老师和
孩子们的彝族新年礼物。这场捐
赠则源自一次对该校校长张振生
的采访。

张振生出生于1987年，老家
在安徽宿州，因父母在宁波工作，
大学毕业后，他也留在了宁波。他
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能力一般的普
通人。工作后，他得到了很多宁波
热心人的帮助和照顾，他想把这份
温暖和善意传递下去。

2017年，张振生在宁波镇海
一家外贸公司工作。当时，身边的
朋友打算去山区支教，张振生在大
学时期也有支教经历，于是他放弃
了优厚的待遇，来到2000多公里
外的凉山州支教。公益支教组织
将他分配到爱慕小学，因为没有交
通工具，上山下山基本靠走，来回
需要两小时。生活上，张振生和另
外9名支教老师吃住都在学校。

山区的孩子很多都是留守儿
童，支教老师是他们生活中为数不
多、可以交流的大人。课间，张振
生用手机给孩子们放歌听，让孩子
们随音乐起舞，自信地展示自己。

一学期结束，张振生启程返回
宁波的那个清晨，孩子们和村民早
早守在校门口的山路上，车轮转
动，张振生坐在车里，孩子们追在
车后，挥手送别。

回到宁波，他常常回想那些孩
子渴求知识的目光，还有与孩子们
在一起的时光。半个月后，学校开
学，他又回到凉山，回到爱慕小学，
至此一待已是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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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远山区的农村，人口分
散，孩子们上学每天要走几公
里的山路。而孩子们的求学之
路，远比这山路更为艰难。

“当时班上有几个女生因
故辍学，我担心她们无法继续
接受教育。为了让她们重返校
园，我和她们约定，只要你们继
续上学，我会留下一直教到你
们毕业。”张振生说，偏远山区
女孩最大的困境不是输在起跑
线上，而是连起跑线在哪儿都
找不到，许多父母没有意识到
女性接受教育的重要性，“教育
对女生来说尤其重要，因为当
她们长大之后组建家庭，对身
边人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后
来，这几名女生克服阻碍如约
返校，张振生也兑现了自己的
诺言。

山区孩子的文化课基础相
对要差一些，为了提高孩子的
学习兴趣，张振生在课堂上加
入趣味音乐和小游戏，在班级
里展开“一对一”帮助小组，慢
慢摸索和总结教学方法，孩子
的成绩开始慢慢提高。

“这里的文化课主要考语

文和数学，原来孩子们的的平
均总分（语文+数学）还不到60
分，最后他们毕业的时候，平均
总分能达到 150 分。”张振生
说，爱慕小学已经有5名学生
考上凉山最好的初中——凉山
州民族中学。

“张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
如果不是他的话，我有可能现
在就在家里待着，他很和蔼，对
我们很好。”考上凉山州民族中
学的吉尔金普提起张振生很是
感激。

因为张振生，孩子们的未
来有了更多的可能。“要不是张
老师，我也不可能考上这么好
的学校。”另一名考上凉山州民
族中学的学生曲比阿果说。

另一方面，张振生认为，支
教老师更重要的是帮助孩子们
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自信
的态度。为此，他和支教老师
们每天对孩子们“唠叨”，起床
要刷牙、洗脸，见到陌生人要打
招呼问好，下课要说老师再
见。“唠叨”的次数多了，孩子们
也就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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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生用手机给学生放音乐，让孩子们跳舞，并给他们拍照片。

大山深处的爱慕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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