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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一学校
接力助学13年
本月初
北川孩子来宁波了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
伟）和宁波的孩子同吃、同住、同学习，
第一次看海，第一次参观海防馆……3
月3日至5日，来自四川省绵阳市北川
羌族自治县安昌幸福小学的6名孩
子，跨越2000公里，来到宁波市镇海
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和这里的师生
们一起度过了别样的三天。

这是一次山与海的约会，也是镇
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的师生们连续
13年接力助学北川孩子过程中的一
次温馨相遇。

“这些孩子，都是遭遇了家庭变
故的困境孩子，但是现在看，他们还
是挺阳光的。”相处下来，老师们颇为
感慨，也越发觉得这么多年的坚持是
有意义的。

据了解，这6名学生平时都生活
在北川的大鱼妈妈农场，这是一个由
公益组织创办的帮助困境孩子的

“家”。是社工们的爱心，和社会各界的
捐助，让这个农场里的孩子像家人一
样生活在一起。

说起镇海应行久外语实验学校和
北川孩子们的缘分，需要追溯到13年
前。2011年，“中国心品质助学北川”
活动正在招募志愿者，一直有“支教
梦”的该校教师张芬红毫不犹豫地报
名了。两周的支教活动，让她感受到志
愿活动的价值所在。从北川支教回来
后，张芬红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与班级
学生交流，并以班集体名义结对了一
名北川的困境学生，直至其高中毕业。
这期间，一届学生毕业了，另一届孩子
接力继续。

渐渐地，有更多师生加入到这场
助学活动中，13年来，有一对一助学
的，有结对整个班级的，也有每个月捐
助的，累计资助金额已经达到90多万
元。其间，学校还多次组织捐书、捐物，
30多位教师先后走进北川开展支教
活动。

“我们结对的第一个孩子，现在已
经在兰州理工大学读大三了。2021年
考上大学的那个暑假，他还来学校看
望我们几个老师，我印象很深刻的一
个细节是，我们有个老师给他买了一
双运动鞋，这孩子晚上把鞋子脱下来
后，非常小心地放到床底下。”张芬红
老师回忆说，节假日的时候，这名学生
也会打来问候电话，让帮助过他的宁
波老师们知道他的近况。

如今，学校有近千名师生参与北
川助学活动，校长潘佳艳说，对于孩子
们而言，这是善与爱的播种。

2月23日，凌晨4：30，城市

还没苏醒，我告别家人，带上笨

重的行李，踏上了前往四川省

凉山州的支教之路。

2400 多公里，将近三个半

小时的飞行，我和其他同行的

支教老师落地西昌机场。喜德

县，是凉山州离西昌机场最近

的一个县，一个半小时的车程。

尽管有轻微的高原反应，

但我已经忘记了身体的疲倦，

一路被窗外连绵的翠绿群峰所

治愈，陶醉在温暖和煦的微风

和清新香甜的空气中。身边有

老师情不自禁地哼起了“乌蒙

山连着山外山，月光洒下了响

水滩……”

在同行老师们一路的欢声

笑语中，在宁波“组团式”教育帮

扶领队、喜德中学校长房鹏热情

的引领下，我们顺利抵达此行的

目的地——凉山州喜德县喜德

中学。

本报讯（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林琼媛 王宇迪）在
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前夕，四川
省凉山州盐源县干海中学收到了一
笔多达12万元的善款。这些善款全
部来自宁波市第七中学。

原来，新学期开学时，宁波七中
的学生通过学校支教老师了解到
干海中学部分同学没有经济条件
购买学习用品、课外书籍，便萌生
了用压岁钱为凉山学生解决困难
的想法。

短短一周，孩子们一共筹集了
12万元资金，汇入干海中学专项资
金账户，这笔资金将点对点打入孩
子们的社保卡，帮他们实现各自的
小心愿。

“以往我们学‘雷锋’比较关注
身边的人和事，这次我想把目光放
到同一片蓝天下、更远的地方。”“压
岁钱是长辈对我们的一种祝福，我
也想把这份祝福传递给有需要的
人。”“每次收到压岁钱我都会做一
定的规划，借这次弘扬雷锋精神活

动，我想把其中一部分用来做公
益。”宁波七中的学生们纷纷表示，

“雷锋精神”的践行与传承就像心中
的一颗种子，在春天里发芽，在四季
中生长，把这颗种子送去凉山，愿它
在凉山的土地上开出一样的花。

据悉，宁波七中多年来致力
于学生公益事业的践行与社会责
任感的培养。在学校的号召和宣
传下，该校学生已连续三年参与
爱心公益活动，为凉山州贡献绵
薄之力。

“考验我的第一关，
居然是学生们的名字”

山高路远，道阻且长，但有一群人始终在路上。
2024年2月底，新一批37位老师陆续启程，接过之前援凉教师手中的

“接力棒”，远赴凉山州。他们和先前参与宁波“组团式”教育帮扶凉山行动的
13名校长携手共进、并肩前行，赓续宁波的教育援凉事业。

抵达凉山后，校长、老师们的支教生活如何？他们有何思有何想有何为？
本报今起开设“援凉日记”专栏，一起来看看他们的支教日记，感受文字中的
爱与力量。

宁波七中学生，把压岁钱捐给凉山同龄人

【 开栏语 】

援凉日记

没多久，我又发现一个特殊的
现象：这里的时间比宁波要晚一小
时左右，最近都是晚上7：30才天
黑。而早上6：30，宁波的街头已经
能看到一个个忙碌的身影，喜德县
的天还是漆黑的，太阳没有升起，
周围一片安静。

因为喜德县地处海拔近1800
米的山区，早晚温差特别大，清晨
6：30气温只有1℃—5℃。伴随着

呼啸的寒风，即使我裹着厚厚的羽
绒服，冷风依旧刺得头疼。然而，在
漆黑寒冷的清晨，喜德中学的孩子
们早早起床了，他们每天早上6：30
有个活动——“早跑操”锻炼，绕着
操场跑15分钟。

随着动感的跑操音乐，孩子们
一点都不娇气，元气满满，步伐整
齐。我在旁边观摩，也倍感振奋。喜
德中学的孩子们，好样的！

学生名字有四五个字，且极其相似
在巍巍群山的掩映下，一块古

朴的“情凝桃李”牌匾赫然映入我
的眼帘。整个校园不是很大，一个
200米的跑道操场，两幢大约5层
楼高的校舍，一条林荫小道，旁边
还有几幢简朴的宿舍楼。

据悉，这里是喜德中学的本
部，主要有高一、高三两个年级和
初中部。因为当时还没开学，学校
显得有些冷清，但我们依然受到
了热烈欢迎，各种关心、问候随之
而来。

三天后，也就是2月26日，喜
德县开学的号角吹响了，我们正式
投入教学。包括我在内的三位新支
教老师被分配到喜德中学光明校

区高二年级执教。这个校区有15个
班级，每个班五六十人，孩子们很
淳朴，也很有礼貌。

大家知道考验我的教学第一
关是什么吗？不是教学方法、教学
模式，而是记住学生的名字。

因为凉山州是一个多民族聚
居的地区，有藏族、彝族，也有苗
族、白族、侗族、回族等其他少数民
族。有些学生的名字有四五个字，
且极其相似，比如阿的阿加、阿的
五加莫、阿牛五加、马尔五牛等。不
仅如此，课堂一点名，我发现有很
多重名的，伍加3个，五机2个，伍
各3个……唉，对我来说，记名这条
路有点“路漫漫其修远兮”。

每天早上6：30，孩子们开始“早跑操”

带北川的学生体验无人机飞行。

天还没亮天还没亮，，孩子们就开始孩子们就开始““早跑操早跑操””。。

陈赢老师在喜德中学上课陈赢老师在喜德中学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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