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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了一个教师应尽的责任”

李振华事迹展厅，坐落于山东省
沂源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在那里，往往
上一批参观人员刚走，下一拨就跟着
来了。展厅内，简易的自制教具、条理
清晰的教案、领口磨破的旧衣服……
仿佛都在诉说着这位耄耋老人扎根基
层教育68年的感人故事。

曾经，这里是李振华工作过的沂
源县实验中学老校区，见证着他为山
区教育默默耕耘的初心与坚守。半个
多世纪的悠悠岁月，这位普通的人民
教师，把一颗永恒的爱心融入了蒙山
沂水之中。85岁的他，眼神不再清亮，
但未来的方向却更加清晰。

说着一口沂源乡音的普通话，
李振华却是地地道道的南方人。
1953年，年仅17岁的他响应党的号
召，从南京来到沂源县最偏远的韩
旺镇支教。

自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起，李振
华就开始资助贫困学生。“那时的工资
是21块钱，10块寄给父母，6块留着
做生活费，剩下5块资助学生。”李振
华告诉记者，就这样，从教44年间，不
论工资涨多少，他每月固定捐出1/4，

“即便自己吃下再多苦，也要给孩子们
留下更多甜。”

这些年来，穿着那双从未改变的
白底黑面布鞋，李振华围绕着大山，跋
涉了许多路，每每看到更多的孩子接
受良好的教育,一生节俭的他总是满
心欣慰。退休后，老人先后有过30多
份兼职，虽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也
有退休金，但他每月只留500元作为
生活费，其余的几乎全额捐出。截至去
年，他个人累计捐款145万元，资助了
2300多个孩子，奖励优秀学生和老师
共计1000余人。

“钱够花就行，把钱用来资助贫困
学生，圆他们的上学梦更有意义。”李
振华说，“虽然我生活很清贫，但是我
内心很富有，因为我尽了一个人民教
师应尽的责任，坚守了一名共产党员
的信仰。”

坚信理想，就会经受考验。父亲当
年病危发来加急电报时，距离高考还
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李振华坐立不
安、心如刀绞，可始终放心不下孩子
们。万般纠结和煎熬中，他让同在高三
备考的儿子回南京照顾祖父，自己则
留在学校。

不久后，一份份大学通知书的到
来，让李振华内心悲喜交集。“喜的是
同学们要上大学了，悲的是我的孩子
落榜了，父亲故去了。”这份亏欠成了
老人这辈子永远的痛，至今回忆起来，
依旧忍不住潸然泪下。

“那双白底黑面千层布鞋,在崎岖
的山路上奔波磨砺,鞋子断了底,他给
山里娃蹚出了未来的路；一身衣服穿

了六七年,浸透了风雨,蹉跎了岁月。
他抬起打补丁的衣角,擦亮了孩子
们眼中的星辰。”2021 年教师节前
夕，85 岁的李振华被授予“2021 年
度齐鲁最美教师”特别奖。教师节当
天，他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学生们
的鲜花和祝福。

“沂蒙精神把我感召来，也

把我留下来”

69年前，也是冬天，伴随着凛冽
的寒风，李振华肩背铺盖、手提行李，
翻山越岭50多公里来到了群山围绕
的穷山沟韩旺村。那里，有刚开始分配
支教地时，他指着地图“相中”的一所
小学。

当时，繁华的南京和沂源县偏僻
闭塞的韩旺村，就像是“理想”和“现
实”。然而这种落差，真正到了当地，才
能体会到。

“远远看见半山腰有3间破庙，走
近一看原来是村里改造的教室，破洞一
样的窗户、透风的四壁、玻璃瓶制的煤
油灯，地面上散落着大大小小的石块，
大石头是课桌，小石头是板凳，后墙角
放着一张旧床、一只泥炉子……”李
振华回忆说，贫穷落后的教学条件、
苦涩不堪的山村生活让他始料未及，

“还没开课村书记就跟我说，村里没
有喇叭，要上课时就吹吹哨子，没有
表就看着日头估摸时间，阴天就点一
段麻秆儿，麻秆儿燃烧的时间就是一
节课。”

因为这个“城里人”的到来，已经
停课半年的农村学校重新开学。进村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30多名学生就
已经在教室里等着，他们中年龄最小
的7岁，年龄最大的38岁、已经是3个
娃的妈妈。

“当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山区教
育落后、知识贫乏，村里搞互助组，连

个会记工分的人都找不到，村民只能
在墙上画杠计数，画一道长杠代表一
天，一道短杠代表半天。”李振华说，大
学课堂上，沂蒙红嫂、沂蒙六姐妹的故
事在他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记。那时，
他就常常自问能为国家做些什么。面
对求知若渴的村民，身为知识青年，他
深知“我是来送知识的，要当好一个人
民满意的老师”。

然而，由于语言不通，上的第一节
课就失败了。一张嘴一口南京话，孩子
们在课堂上跑着叫他“洋人老师”。好
心的大娘给他送来树叶和糠混合成的
地瓜面煎饼，外层颜色很像牛皮纸。他
一边诧异村民的“讲究”一边拆开来
看，把煎饼全敞开里面啥也没有，又一
摸温乎乎的，才知道这就是饭。一块块
撕下来，咽也咽不下、咬也咬不动，最
后在苦涩的豆沫汤里蘸一下，才勉强
吃完了一个。

面对语言和生活难关，凭借满腔
热情来到穷山沟的小伙子内心动摇
了，可为什么最终没走？李振华坦言：

“不是我觉悟高，是沂蒙精神把我感召
来，也把我留下来。”

“那时候穷，老百姓留两只老母鸡
下蛋，是为了到供销社换煤油和盐。可
到了冬天，他们却把鸡蛋搁在棉袄里，
爬上山掏出来送给我，那种心情，形容
不出。”李振华记得，当年那样艰苦的
条件下，老百姓总是把家里最好的饭
给他吃、最好的衣给他穿，村里一位老
大娘看他衣着单薄、连夜在油灯下缝
制的棉袄棉裤至今还放在展厅里。

此后半年，40余名到沂源支教的
同校大学生陆续回去37名，李振华却
离不开沂蒙山区了。他白天上课，晚上
走五六里夜路给学生补课。为改善办
学条件，他用篮球胆、旧报纸做地球
仪，画上经线、纬线，讲地理时展示给
学生，哪里是大西洋、太平洋，哪里是
欧洲、亚洲；他用大皮球、小皮球、乒乓

球制作三球仪，讲日食和月食。
年复一年，暑来寒往，扎根于沂源这

片英雄的土地，沂蒙人民的敦厚纯朴成
了李振华留下执教的动力，让他始终迈
不开回乡的脚步，一干就是一辈子。当初
一捧希望的火种，如今已成为实现教育
强国梦想的灯塔。

“只要生命不止，我就要坚持

做下去”

刻满爱心的年轮，就像骨骼撑起人
生的高度。退休25年来，李振华非但没
有在家颐养天年，反倒“变本加厉”比上
班时更忙了。

新开的“孝德讲堂”，要他张罗；“振
华青少年思想疏导热线”，要他值守；全
县300多个村庄的留守儿童和孤寡老
人，是他走访调研的对象……作为山东
省人大代表，李振华认真履职、笔耕不
辍，5届任期提交议案、建议300余件，
涉及贫困学生资助、青少年思想道德教
育、乡村振兴等方方面面。

“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大，贫困孩子少
了，现在主要以激励老师和学生为主，遇
到特殊情况还会继续扶持。”退休后的李
振华倾其所有，把半生仅存的1.5万元
和国务院特殊津贴分成3份，分别捐赠
给了他工作过的韩旺中学、张家坡中学
和沂源县实验中学，并成立了“振华奖学
扶困基金会”。

一批批走出深山、回报社会的学生，
让李振华无私奉献的爱生根发芽。

截至目前，向“振华奖学扶困基金
会”捐款的人数已达1.2万余人次，累计
资金293万元。为了让每一分钱都发挥
应有的作用，李振华走遍了沂源县方圆
数百里的300多个村庄、社区，摸清了哪
些是最需要帮助的家庭。基金会建立以
来，先后资助贫困学生8000多名，奖励
优秀学生和教师4000余人次。

工作之余，他还把精力重点放在资助
留守儿童和孤儿身上，筹资10万元为他
们建起“希望小屋”，营造更好的学习环
境；成立振华公益使者——“希望小屋”志
愿服务队，两名青年志愿者结对一名受助
学生，引导其学习并参加社会活动。

爱心的年轮，记录着一个人善行义
举的人生旅程。日记本上，李振华曾写下
一句话，如今虽笔迹浅淡却依旧发人深
省：人活着，就应该用爱心去认真雕刻生
命的年轮！

69年来，李振华培养的近万名学
生，有的当了干部，有的成为科学家、知
名学者，但是更多学生像李振华一样，成
了基层教育战线上的人民教师，同样走
上了捐资助学的道路。

如今的沂源县已经是高楼林立，交
通四通八达。从穷苦落后到过上好日
子，李振华见证了沂蒙老区的巨大变
迁。他直言接下来的日子还不想“退
休”——“不能上讲台了，还能用别的
方式继续回报乡亲们。”李振华说。

用爱心雕刻生命的年轮
——情系沂蒙学子的“布鞋校长”李振华

本报记者 赵莹莹

虽然在去年年底荣登了“中国好
人榜”，但成为“名人”的冯艳君，依旧
初心不改。

江苏省苏州市狮山横塘街道新升
社区的一排门面房里，有一家不起眼
的理发店，店主冯艳君从事理发工作

以来，坚持用自己的手
艺免费为社区老人理
发，一干就是22年。

时间退回到 2000
年，年仅20岁的冯艳君
从家乡连云港来到苏州，
有着一门理发手艺的她，
选择在当时租金很便宜
的高新区开店，从事理发
这个老本行。

有一天，一位中风瘫
痪的老人坐着轮椅，来到
她店里理发，可理发店门
口有两层台阶，尽管几个
人用力地搬着轮椅，最终
也没能把轮椅推进店里。
冯艳君临时决定，在店门

口搭起了一个简易棚给老人理发。
聊天过程中听说老人家住6楼，

每次理发都得费很大劲，冯艳君当即
决定：以后约好时间，上门为老人理
发，并且分文不收。很快，冯艳君的好
名声就传了出去，不少老人慕名来找

她理发。
“有些老人临终前，家人请她过

去帮忙理发，她没有丝毫犹豫。让老
人走得干干净净、体体面面在她眼里
比什么都重要。”在新升社区，只要提
起冯艳君，不少居民都会竖起赞许的
大拇指。

“义务帮老人理发，都是受我师
傅的影响。”冯艳君说。16岁那年她
跟着师傅学理发手艺时，来店里理发
的一些乡下老人很少洗头洗澡，头
发和身上又脏又难闻。那时她都会
躲得远远的，但师傅每次都会耐心
地把老人扶进店里，免费为老人洗
头、理发。

冯艳君的理发工作室有个特殊
的工作日：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三，为新升社区老年人以及部分行动
不便居民无偿服务。从 2014 年 4月
起，她和另外3位理发店女老板创建

“孝老联盟”，一起为社区困难老人免
费理发，更带出100余名徒弟加入爱
心志愿团队。22年来，团队累计服务

居民达 6800 余人次，服务时长 12440
小时。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袭来，本准
备回老家与亲人团聚的冯艳君毅然决定
留下，上门照顾、探望社区空巢、孤寡老
人。每天吃过早饭，她会挨个给子女在外
地的老人打电话，宣传防疫要点，询问生
活需求。吃完午饭，她又急匆匆地出门，
采购蔬菜水果等生活必需品，分别送到
小区里几位老人家中，一边帮忙整理卫
生，一边和老人拉家常。

“平常他们独自在家就需要有人
听他们说说话、解解闷，除了照顾好他
们的饮食起居，我也凭着自己乐观开
朗的性格消除他们的恐惧、不安。”就
这样，冯艳君用实际行动成了老人们
心中的“好闺女”。老人们都说：“‘闺
女’让好好在家，不要随意出门，我们
肯定要听话。”这也成为冯艳君最自豪
的事情。

“每个人都会老，孝敬老人是我们
年轻人的责任。”如今，冯艳君已经在苏
州拥有两家美容美发工作室，无论自己
工作多忙，只要社区的老人有理发需求，
她都会抽调时间带领徒弟们及时对接，

“这支爱心‘娘子军’将一直坚持下去，也
希望更多的同行或其他行业爱心人士共
同参与敬老志愿服务。” （沈俪）

22年为社区老人无偿理发的“好闺女”

在上海，患有渐冻症的姐妹俩
小君和小清（均为化名）对即将到
来的春节特别期待。因为不久前，
出租车司机彭广兵告诉她们，春节
前会带上爱人和儿子，一起过来做
一桌年夜饭，陪她们过一个热热闹
闹的农历新年。

这个“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
约定，几年来已成为一项“传统”。

“彭大哥人特别好，认识他是
我们的福气。”姐妹俩不约而同地
表示。自从父亲因病去世，为了不
增加妈妈的负担，姐妹俩曾经有5
年时间几乎没有走出过家门。直到
2019年结识了彭广兵，去外面看
看的心愿终于不再只是出现在梦
里。这位热心“的哥”不但经常带
她们“出去透透气”，还帮着做家
务、打扫卫生、张罗饭菜，每逢体
检更是随叫随到。

“由于疫情防控需要，已经有
些日子没能带她们出去逛公园、
看展览，但少不了定期上门探
望，实在忙不过来时，会打电话
询问姐妹俩有什么需要。”彭广兵
始终觉得，自己对于这些有困难
的家庭也就是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既然我有这个能力，那就去
尽量帮助他们。”

一次偶遇，成为持之以恒的
承诺；接送之路，延伸胜似亲人
的执着。这些年来，受到彭广兵
照顾的不仅这对姐妹，还有年逾
古稀的顾老伯。

2019年年初。彭广兵驾车经
过医院门口，发现一名老伯被人
搀扶着站在路边。彭广兵停车，
将老人扶上了车。在闲聊时他得
知，老伯中风引起偏瘫，日常生
活只能依靠拐杖和他人的照顾，
上下楼都是邻居帮忙或花钱找
人抬。

到达目的地后，彭广兵主动
把近 150斤的顾老伯背上楼。帮
助老人解决这一次困难，可能仅
仅是“杯水车薪”。于是他留下电
话，表示会负责接送顾老伯就
医，并背他上下楼。

从那以后，彭广兵一直默默
关心照顾着顾老伯一家。为老人
更换衣服、修理松动的线路、买
来架子收纳药品……顾老伯亲切
地称这位“小阿弟”是“雷锋”。

乐于助人于彭广兵而言，已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他日
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最吃紧的时
刻，他主动请缨参与抗疫工作，为
营运车辆消毒，给驾驶员检测体
温、发放口罩；还和儿子一起，成
为上海火车站的抗疫“父子兵”志
愿者，参加义务送援鄂医务人员回
家活动。

多年来，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
业、恪尽职守，争做最好的出租车
司机一直是彭广兵的人生目标，被
他帮助过的人不胜枚举。“2019 年
徐汇区道德模范”“抗疫先锋党员”

“疫情防控先进个人”“进博会交通
保障先进个人”……日前，他的人
生履历上又多了一道光环——第十
届上海市“慈善之星”。

“接送考生时，鼓励一句‘加
油’；遇到带行李的，不用多说就下
车帮忙放行李；看到拄着拐杖的老
人，那自然第一时间扶他上车……能
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为乘客带去温
暖，何乐而不为呢？”彭广兵告诉记
者，小小的车厢每天搭载形形色色的
乘客，“多用心、多观察，自然会发
现很多自己可以帮忙的事情。”

工作之余，彭广兵还利用休息
时间参加班组的志愿服务活动，在
社区为居民修皮鞋、理发、打印照
片，带领党员志愿者帮助孤老搬
家，给 90岁高龄老党员擦洗窗户，
自购洗具帮助老人清洁空调……受
到爱心感召，越来越多驾驶员加入
到志愿服务队伍中，传递互帮互助
的社会正能量。

“我最骄傲的就是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彭广兵说，爷爷和父亲都是
党员，他从江苏盐城老家到上海之
前，父亲只提了一个要求：认真对待
工作，做一个有用的人、乐于助人的
人，“这些年来我也是这么做的。”

力所能及去帮助别人，用一颗善
良的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彭广
兵身上，“雷锋精神”依旧闪耀，他
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平凡人向上向善的
力量。

小小出租车小小出租车 爱心大舞台爱心大舞台
——记上海市记上海市““慈善之星慈善之星””彭广兵彭广兵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莹莹赵莹莹

本报讯（记者 高新国）随着14
盏节能灯安装到位，河北省邢台市宁
晋县西丁村昔日每到夜晚就冷冷清清
的广场热闹了起来，享受着璀璨灯光
带来的文娱生活。这种变化源自宁晋
县政协在委员中开展的“三百”活动。

从去年9月开始，宁晋县政协
在全体委员中开展“三百”活动，
即：百名委员引进、新上、技改一
批好项目、大项目；百名委员结合
乡村振兴，兴办一批实事好事，结

对帮扶一批困难家庭、困难学生；百
名委员联络引进一批人才，打造助力
宁晋发展的人才库，抢抓发展机遇，
推动宁晋高质量赶超发展。

响应“三百”活动号召，宁晋县
政协常委孟琴锋在实际调研后，决定
为西丁村广场安装灯具，承担亮化工
程设备费、运输费、吊装费、人工费
等，解决群众所思所盼，让他们感到
政协委员就在身边，在为助力家乡建
设和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委员献爱心“点亮”村民文娱生活

本报讯（记者 顾磊） 1月12
日，北京乐予慈善基金会“2021
年西部温暖计划”最后一批爱心物
资向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发
车，总计5400件“暖宝包”、100
件“温暖包”、1.81 万件棉衣和
3000册图书，为当地孩子们送去
一份新年礼物。

“暖宝包”由图书绘本、文体用

品等物资组成，均来自爱心人士捐赠，
经过工作人员细致地分拣、消毒、包
装。“温暖包”内装有棉被、秋衣秋裤、
毛毯、帽子、手套、围巾等防寒物
资，让孩子们的冬天不再寒冷。

据介绍，“2021 年西部温暖计
划”共计向四川、河北、内蒙古、青
海等地发放了45万件爱心物资，给
予孩子们身心温暖与更好的保护。

“西部温暖计划”给孩子送去新年礼物

近 日 ，在
北京市门头沟
区慈善协会协
助下，慈济慈
善基金会开展

“寒冬送暖”活
动，志愿者们
为 雁 翅 镇 社
会 福 利 中 心
及 青 白 口 村
的老年人送去
生活用品。

本报记者
齐波 摄寒冬里的温暖寒冬里的温暖

怀着对沂蒙精神的敬仰，他从南京毅然来到山东沂源支教。当初的热血青年，

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耄耋老人，68 年来，他个人累计捐款 145 万元、资助沂蒙山区

学子 2300 多名……一生清贫，却桃李满山。他是大山里的“布鞋校长”，更是贫困

孩子们求学路上的“掌灯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