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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路上扶贫人

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 善行录

shanxinglu

爱心故事
aixingushi傅欣，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党委统战处处长。2016年，时任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的傅欣，

带领40位上海教师，奔赴西藏日喀则开展为期三年的教育援藏工作。2月25日，傅欣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虽然只在西藏生活了三年，但绛红的肤色成了傅欣永远的印记，这片雪域高原也成了他一生的牵挂。

领着放牛娃走出大山

“阿爸，我好想您……要不是
您，我可能已经嫁了人，现在还在家
里放牛……”手机屏幕中，藏族女孩
白玛流下久别重逢后的泪水。手机另
一端，女孩口中的“阿爸”傅欣仔细
查看着她的成绩单，不住地点头微
笑。

2020年 7月，白玛考进西藏职
业技术学院，傅欣几经打听再次与她
取得了联系，这是“父女”两年半以
后的久别重逢。

他们的故事，要从2018年那个
暑假讲起。

白玛的家，在海拔4800米的昂
仁乡梅朵村，当时她所就读的日喀则
第二中等职业技校，离家 200多公
里。

身负教育援藏重任的傅欣，对白
玛进行了一次翻山越岭的家访。没料
想，刚一落座，白玛就提出了退学的
要求。

原来，白玛跨越层峦叠嶂的大山
前去求学，本想学门技术，但学校既
没有实训基地，也几乎没有职业教
师。“和想象得太不一样了，不如回
来帮家里放牛。”白玛无奈地说。

傅欣知道，退学对白玛而言，也
许意味着将一辈子困在大山深处。此
时的傅欣，已经随上海“组团式”援
藏团进藏2年的时间，对教育扶贫有
了更深的理解。

“职业教育是扶贫的重要途径，
但首先要把藏区的职业教育发展起
来。”踏出白玛家门，傅欣暗下决心。

经过大量走访调研，傅欣先后向
援藏联络组、教育部、上海市教委等
单位提出积极发展西藏职业教育的工
作思路。“领导们都很重视，也给予
了大力支持。”傅欣没想到，西藏职
教脱贫的“第一炮”很快打响。

2018年 9月，15位来自上海的
职业技术教师出现在白玛就读的学
校，早已收到消息的白玛也放弃了退
学的念头。自那以后，学校本地教师
陆续远赴上海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纷
纷拿到了职业技能资格证书。

校园内，电子实训室、建筑工程
实训室、DIY社团工作室……种类多
样的实训基地在各方资助下陆续与白
玛和同学们见面。

如今，白玛完成了梦想的第一
步，走出大山，到拉萨学习她喜爱的
园林设计专业。“将来，我还要去更
远的地方，到阿爸的家乡上海看一
看。”白玛笑着说。

“看到更多像白玛这样的孩子走
出大山，当地老百姓开始愿意把孩子
送去职业院校，因为他们知道，这是
一条不错的出路。这一点，尤为重
要。”傅欣说。

“手机里的爸爸”

对于女儿妞妞，傅欣愧疚于曾经

3年陪伴的缺席，但更多的是欣慰于女
儿的成长和变化。

傅欣永远忘不了2016年那个父亲
节，那是他出发去西藏的时间。那天，
年仅6岁的女儿哭成了小泪人儿。她无
法理解飞机将爸爸带去了那么遥远的地
方，以至于原本可以日日相见的爸爸，
只能在视频中倾诉思念。

任务来得突然，傅欣一腔热血，但
家里的情况让他迟疑。他和妻子都是

“80后”独生子女，家里两位老人长期
患病，岳母当时还在化疗过程中，女儿
也即将进入小学。“没想到妻子特别支
持。”妻子告诉傅欣，家里她会照顾
好，去做他应该做的。

高原上的困难比傅欣想象得更多。
“在那里，我的静态心跳平均每分钟
130下。”傅欣校内办公室在3楼，中
途要歇一下才上得去，高原反应让他成
天像患了重感冒，每天要吃3种药才能
压下去。

2017年的那个冬天，傅欣团队30
多个教师感冒，高烧不退。“那次我们
组团去医院挂水。”想起曾经的困难，
傅欣诙谐地说。因为临近期末，老师们
放心不下孩子，晚上仍旧坚持返校，直
到晚上八点多上完两节晚自习。那次感
冒，不少教师持续了快两个月才慢慢好
起来。

在高原上，身体遇到的只是第一个
挑战。

刚去不久，傅欣便交代了一项让教
师们诧异的任务：带领大家疏通学校的
每间厕所。“有次我进男厕所碰到个女
生不好意思地跑出来，了解后才知道学
校女厕所被石子堵住了，学校就只剩这
一间厕所。”

除了疏通厕所，傅欣在学校还采取
了一系列行为养成模式：带领孩子们走
访脱贫攻坚帮扶点、维修太阳能浴室、
扩建学生食堂、不断改善校园环境……

“希望给孩子们一个易于养成文明习惯
的环境。”傅欣说。

给孩子们联结世界的可能

傅欣清楚，他们的援藏任务绝不限
于顶岗上课。

“要把先进教育理念留下来，唯有实
干。”没有教材，傅欣亲自主导编写校本
教程、教师培训课程；偏远乡村师资不
足，傅欣依托信息化技术，搭建起一个又
一个远程交流平台，启动智慧校园计划，
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最大化；缺乏管
理经验，傅欣手把手教出一批又一批年
轻的教育管理干部，力图帮助西藏每个
县建立自己的教师培训体系。

“不但在知识培养上我们要赋予孩
子们同样的起跑线，素质教育也同样应
该如此，不断增长他们的眼界。”刚到
西藏，傅欣发现，当地孩子不能很好地
融入信息化社会。“要为他们创造环
境，给他们联结世界的可能。”

傅欣带领团队为孩子们开设种类多
样的学生社团课程：机器人课、物理化
学实验课、3D打印课、篮球、足球、
舞蹈等课程在雪域高原“绽放”。“孩子
们都非常感兴趣，学得也快。”缤纷多
彩的社团活动点亮了校园的每个角落。

3年援藏期满，傅欣团队的援藏
“成绩单”硕果累累：学校高考上线率
连续三年达到100%,本科率和重本上
线率名列西藏自治区前列。日喀则市级
名师工作室、教育联盟纷纷建立，一批
又一批本地骨干教师因此成长起来……

2019年 7月，傅欣踏上回沪的航
班。对女儿妞妞而言，这位“手机里的
爸爸”终于又回到了自己身边。妻子告
诉他，妞妞现在会主动浏览脱贫攻坚相
关的新闻报道，不仅自己看，还会讲给
同学们听。妞妞常说：“我的爸爸是个
英雄。”

“作为父亲，3 年来对女儿的亏
欠，是无论说多少次‘对不起’都无法
弥补的；但作为一名援藏教育工作者，
我又觉得时间过得太快，做的工作实在

太有限，有太多想做的事情还没有完
成。”傅欣说。

教育扶贫需要爱的浇灌

熟悉傅欣的人都知道，在西藏，他
又多了个日喀则市第二福利院的“儿
子”旦增，女儿妞妞也常嚷着要和弟弟
视频。“认识他时，还是襁褓婴儿，现
在已经上幼儿园了。”傅欣说。

其实，傅欣在西藏资助了10余个
孩子，具体数字他已经说不清楚，因为
旦增最小，他格外关注。

傅欣和福利院的结缘，源于一次老
师的“告状”。

一天，一位怒气冲冲的本地教师冲
进校长办公室，向傅欣“控诉”班上一
位“问题”孩子。这是个来自福利院的
孩子，他对老师和同学动了手，因为害
怕受罚3天没来上学。

傅欣知道，受援学校小学部有100
多个孩子来自日喀则市第二福利院，很
多孩子学业基础薄弱，存在不良习惯，
不易管教。

这次“控诉”让傅欣把解决这件事
提上了“紧急”日程。“教育扶贫需要
爱的浇灌，一个孩子都不能落下。”傅
欣说。

此后的很多个休假日，傅欣带着本
地教师和援藏教师走进福利院，开展“成
长陪伴”行动。面对孩子们好奇而又胆怯
的双眼，傅欣带领教师们分年级、分学科
辅导孩子学习，帮助孩子们解决生活上
的困难，一起开展趣味活动，为孩子们庆
祝生日。傅欣告诉孩子们：“在上海有个
和你们年纪相仿的小姐姐，我是她的爸
爸，也是你们的阿爸。”

爱的力量是巨大的。福利院孩子们
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迅速提升，曾经被
认为“拖后腿”的福利院孩子在班里开
始闪闪发光。那年，9名学生升入内地
西藏班，其中2名来自福利院，实现了
福利院孩子升入内地班零的突破。

结束支教那天，孩子们一拥而上，
拿着校服请傅欣签名，那一刻，傅欣成
了校园里的“明星”。“没想过孩子们会
有这样的举动，可能因为我是男性，平
时也不善于温言细语，跟孩子们之间很
少有特别温情的场面。”傅欣说，“虽然
孩子们很少表达感恩，但告别时的依依
不舍，是给我们最好的礼物。”

今年2月 25日，傅欣走进人民大
会堂，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
人”荣誉称号。他很少有时间发朋友
圈，那天候机时他转发了一条新闻，但
与他个人无关。新闻是关于一位“90
后”援藏教师王德伟的报道，这次同样
获得了“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
誉，他是傅欣带去的第三批援藏教师。
傅欣在朋友圈分享中配文：青出于蓝而
胜于蓝。

“都说援藏苦和累，但其实，援藏
是一件幸福且快乐的事情。很开心，我
和我的团队用爱心与智慧在援藏教育事
业中打下了属于我们的烙印；更让人开
心的是，有了更多的年轻人接过了这个
接力棒，继续感受这份幸福。”傅欣说。

为雪域孩子插上追梦的翅膀
——一位上海“阿爸”的援藏故事

本报记者 郭帅

清晨6点，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
广佳残疾人托养中心，74岁的李广
佳开始叫醒工作。楼上楼下爬上几
趟，李广佳早已气喘吁吁。他靠着楼
梯把手歇了歇，又开始帮大家洗漱、
整理床铺，带领他们开启新一天的生
活。

这是李广佳每天重复的工作，在
这里，生活着52名残疾人。因为请
不起更多的员工，李广佳自己兼起了
司机、保安、陪护员。

这家托养中心创办于 2006 年，
10多年来，托养中心先后接纳救助
各类残疾人 4200 余人次。其中有
1900多人回归到正常的家庭生活，
500多户精神残疾家庭摆脱贫困；通
过提供生活费和学费，还资助了321
名贫困残疾人的子女完成学业。

对于住在这里的残疾人，李广佳
更希望他们能够回归社会，过上正常
人的生活。

这些年，李广佳利用村里提供的
22亩流转地，组织他们开展简单的生
产劳动，进行康复治疗。一方面，通过
种菜、养鸡、养蜂，解决了一部分基地
的开销费用；另一方面，这些精神残疾
人通过简单的农耕活动获得报酬，可以
用赚的钱去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除此之外，他还为残疾人组织培训
电器维修、种植业、养殖业等技能，希
望他们有朝一日可以靠自己劳动养活自
己和家人。

为何想到办这样一家托养中心？李
广佳的思绪回到了2001年。那时他刚
调任宜昌市残联副理事长。在残疾人家
庭入户走访的过程中，李广佳发现，残
疾人家庭里，身患残疾往往是导致贫困
的主要原因。

有一天，李广佳在宜昌市滨江公园
看见一名衣衫褴褛的中年男子，躺在草
地上奄奄一息。上前询问得知，男子因
身有残疾家人不愿收留，只得流落街

头。
李广佳当即将其送往医院救治，并

垫付了医疗费。住院期间，李广佳每天
为男子洗澡、喂食、敷药。20 多天
后，男子病愈出院。李广佳为他租了间
房，还出钱给他做些小生意。如今，该
男子已在宜昌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

“我当时就在想，该如何帮助这些
残疾人。如果能有一个地方可以帮助这
些家庭照顾残疾人，让家里的其他人能
够正常生活工作，家庭也就能摆脱困
境。”于是，李广佳的托养中心应运而
生。

如今，李广佳的目标朴实而具体，
“我自己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今年就
想把托养中心的地板换一换。”李广佳
说：“托养中心里住的人好动，经常跑
来跑去，服务中心地面铺的是普通的地
板，沾上水比较滑，尤其是冬天有些地
方还结冰。”

其实，李广佳的善举远不止这些。

在当地，李广佳有个外号叫作“李搬
家”。从上班起，李广佳就坚持每个月
拿出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来资助困难群
体。后来为了帮助更多的人，他打起了
自家房子的主意。

1989年，他将自家位于市区繁华
地段的三室一厅住房出租，自己和家人
租住更小、更便宜的房子，用省下来的
钱帮助更多的人，哪儿的房子便宜就往
哪儿搬。直到2006年置换到了郊区，
李广佳在18年内搬过32次家。有人觉
得他太傻，但他说：“助人为乐，终生
不悔，我愿做一辈子的傻事。”

做慈善这些年，李广佳获得了很多
的荣誉，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中国好人、宜昌市学雷锋协会会长……
但他不觉得荣誉会带给他什么不同，

“如果真的会有变化，我希望能够通过
自己的事带动更多人学习雷锋精神，大
家一起做好事。”李广佳说。

（建辉）

助人为乐 终生不悔

春节刚过，广西南宁蓝天救援志
愿者协会会长赵国良接到了新年第一
个请求救援电话。一名70岁左右的
老人在南宁邕江游泳，因没有做好防
护措施，突然溺水失联。

那场救援持续了近 24个小时，
但老人仍未找到。“有时候救援工作
会遇到这样不尽人意的结果，很遗
憾。”赵国粮说。

今年 44 岁的赵国粮是一名商
人。他的职业似乎无法与从事地震救
援、户外洞穴救援等工作的救援志愿
者联系起来，但他已经做了10年。

“志愿者不分年龄，不分职业。”
赵国粮说，参与救援工作是因为
2008年汶川地震给他带来的触动。

“当时看到很多志愿者去灾区为群众
服务，很感动，我也希望能够这样去
帮助别人。”

2011年，当时还在食品公司任
职的赵国粮，与几位热心公益的朋友
得到北京蓝天总部授权，创办了南宁
市蓝天救援队。最早时队员只有9个
人，来自各行各业。

救援队成立第二天，赵国粮就接
到了救援任务，队员们各自开车来到
事发地。

“那是一个寻找失踪人员的任
务。”赵国粮记得很清楚，因为台风带
来强降雨，南宁市北湖路万秀村内一
条道路被淹，一名骑车的少年被水冲
走。连续搜救了几天，最后确认遇难。

“因为没有太多的专业技能和设
备，没能开展及时有效的施救工
作。”这令他一度很沮丧。

没有金刚钻，不再揽瓷器活。为
了打磨自己的“金刚钻”，赵国粮组
织队员们，在业余时间开展各类救援

技能培训：潜水、绳降、冲锋舟驾驶、
无线电操作、医疗急救，逐渐成为蓝天
救援队的标配技能。

10年间，队伍规模从最初的9人
扩大到如今的600多人，建立起了队
员、预备队员、志愿者三级救援体系，
每当有救援任务发出时，大家志愿报
名，根据各自特长分工协作，紧密配
合，迅速组织起有效的救援力量。

随着技能与装备的不断升级，南宁
蓝天救援队先后参与过洪水、地震、台
风、山体滑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救
援行动。他们以逆行者的勇敢，成为救
援现场温暖的一抹蓝。鲁甸地震、海南
岛威马逊台风、东方之星沉船等大型救
援行动，也都有他们的身影。

南宁市蓝天救援队的执行任务表
上，在赵国粮擅长的地震救援和水域救
援方面，他的名字几乎次次出现。

为了时刻保持良好的体能，除蓝天
救援队定期专业训练外，赵国粮还坚持
每天定时定量的运动。“我的身体状态
不亚于30岁小伙子。”赵国粮笑着说。

“每个蓝天救援队员和志愿者的心里，
都住着一个英雄，因为心中的‘英雄’
情怀，我们每次才会拼尽全力。”

“能够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去帮助
别人，我很有成就感。”赵国粮告诉记
者，成为一名合格的户外救援人员并不
简单。“从事志愿服务，不仅要有爱
心、责任心和奉献精神，还要讲究理
性，提供有效志愿服务，未来我希望和
伙伴们一起向专业化方向再迈进一步，
用自己的专业和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团队的能力越高，老百姓的需要
和期待就越高。”赵国良说，“这是信
任，更是责任，就是这种责任推动着我
们蓝天救援，只能前进，不能后退。”

救援路上，每个人都是英雄
本报记者 郭帅

仲春时节，重庆市铜梁区六赢山上，
连绵数十公里满眼新绿。一队村民背着
酿出的新蜜，哼着歌行走在山路上。

走进村户人家，言及酿蜜生计，村民
们纷纷谈起一个教他们酿蜜的人——农
工党重庆市铜梁区工委副主委、区残联
副理事长肖师在，以及他组织的农工党
助残帮扶志愿队。

“我妻子高位截肢，能干啥呀？全
靠肖理事长帮我出主意，还送来幼蜂。
养蜜蜂这活，我妻子也能帮上忙了！”
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杜德发说。

为了帮助像杜德发这样因残致贫
的贫困户，肖师在组织起一支“助残
帮扶志愿队”，召集党派中的养蜂技
术人员开展免费技术培训，并在农工
党员中募集资金。在农工党员们的帮
扶下，5年间，杜德发已经喂养了50
桶蜜蜂，一桶产蜜10斤左右，一斤
售价100元，收入可观。如今，他已
脱贫，小日子越过越红火。

“脱了贫，要振兴，就更要依托
产业。既然这个项目适合残疾人，我
们就发动更多的人来养！”3月初，
肖师在又一次带领农工党员中的助残
志愿者，组织区内有养蜂意愿的残疾
人开展产业发展动员暨技术培训会。

“你们看，这个就是中华蜜蜂，

适合定点饲养和散养，你们已经有了经
验，可以适当扩大规模，这段时间花开
得好，时机正好。”农工党党员、养蜂
专家吴思华从中华蜜蜂习性、喂食、繁
殖、取蜜等多个方面，为大家详细讲解
蜜蜂养殖技术。100余名残疾群众仔细
听着，不时拿出手机拍摄记录。

残疾人是脱贫攻坚工作中不可忽略
的群体，他们身残志坚，也是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为了让残疾群众走向富
裕，农工党铜梁工委与区残联携手，不
断致力于让残疾人靠“蜂”飞离贫困，
用“蜜”酿就新生活。

小批量蜜蜂养殖资金投入少，技术门
槛不高，无须全劳动力照料，市场供不应
求，这项产业在铜梁区的残疾群体中很快
盛行起来。作为残联副理事长的肖师在，
积极争取了专项政策，为每名养蜂残疾群
众发放区残联给予的60%的种蜂补助金，
并享受专家全程免费技术指导。蜂蜜收割
后，区残联和农工党铜梁工委还多方联系
销售，让残疾群众无后顾之忧。

时下，春暖花开、蜜源丰富，蜜蜂养
殖场一派繁忙景象。“扶贫和养蜂，都是
甜蜜的事业。我把扶贫当事业，贫困户
脱了贫，我就像喝了蜜一样甜！”肖师在
说，未来他会带领更多贫困残疾人依托
这份“甜蜜事业”一起奔向致富路。

蜂蜜飘香振兴路
——重庆农工党党员助残脱贫记

通讯员 杨秋华 本报记者 凌云

本报讯（记者 舒迪）由天津市慈
善协会、天津爱尔眼科医院联合开展
的2021年“慈善光明行”援助行动日
前启动。今年该项目在资助对象、援助
病种、援助地区、援助金额等均有扩
展。援助对象从困难家庭的中老年人，
扩展至青少年儿童和中青年，实现对
全年龄段困难群众的眼病救助。援助
的病种从白内障延伸至糖尿病视网膜
病变、儿童先天性眼病、儿童发育性眼
病等。援助的地区实现天津全市范围

覆盖，援助金额由湖南爱眼公益基金会
向天津市慈善协会捐赠500万元项目援
助款用于开展项目实施。

据记者了解，白内障项目全额援助
对象由原来的70周岁以上调整为60周
岁以上以及不满60岁的低保、低收入家
庭、特困供养患者，援助患者数量为
3000名。对符合援助条件且需要手术的
先天性白内障、先天性晶状体脱位患者，
手术费给予全额或部分援助。其他几类
眼病患者也将获得程度不同的救助。

天津：2021年“慈善光明行”援助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郭帅）为提升老
年互联网用户使用体验，3 月 24
日，抖音宣布推出“老友计划”公益
项目，招募老年用户代表参与产品适
老化升级，并在产品及运营方面采取
更多举措为老年用户提供便利。

据了解，此次招募活动是抖音
专为老年用户推出的“老友计划”
的一部分，该项计划致力于提升老
年用户使用体验，丰富老年用户生

活，并在产品和运营方面，推出搜索
关怀、中老年内容专项治理、抖音公
益培训课程走进老年大学、发起创作
者“老友守护联盟”及提供中老年客
服专线等多项举措。

3月24日至4月7日期间，抖音将
招募10位60岁以上用户代表，通过体
验抖音各项功能、收集反馈老年人使用
需求及参与调研和座谈会等方式，参与
到抖音产品的适老化升级当中。

抖音推出“老友计划”公益项目

傅欣 （前排右三） 和孩子们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