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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走远了，您却一直
在原地”

时雨及芒种，四野皆插秧。在这
个播种的时节，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将
如约而至。

每年这个时候，是四川省巴中市
兔兔青少年爱心家园理事长张彦杰最
忙碌、最紧张也最期待的时刻。她忙
碌的是为即将上“战场”的孩子们加
油助威、辅导孩子们填报高考志愿；
紧张和期待的是她精心呵护的“小花
们”终于迎来了绽放的时刻。

这些年，很多孩子因为她的帮助
走出大巴山，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体验着更多彩的人生。看着孩子们的
背影渐渐远去，是张彦杰10余年助
学路上习以为常又万般不舍的时刻，

“真的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哪
个妈妈都不舍得孩子远行，却又期待
他们能够飞得更远。”

不久前，张彦杰曾在社交平台上
这样写道：“很多人问我如此坚持助
学究竟图啥，看吧，这就是答案。”
配图是她和一位受助孩子的聊天记
录，这个孩子说，“时光荏苒，我们
都走远了，但回头看，您却一直在原
地。每次回头看到我的‘兔子妈
妈’，就觉得心里特别踏实。”

张彦杰喜欢聊孩子、谈收获，却
鲜少谈及路上的荆棘：十年间两次患
癌、无偿助学途中遇到严重车祸、未
能为父送终……桩桩件件都让她体会
到了人生的艰难，她却仍坚持在助学
路上前行，为更多有需要的孩子点亮
梦想。

近年来，每年高考季过后，张彦
杰会给自己放假一段时间，回到家乡
大凉山德昌县巴洞乡，悼念自己的父
亲。“没有见到父亲最后一面，是我
心里永远的痛。”那是2019年 6月，
张彦杰在助学途中遭遇严重车祸，在
医院经过长达7个小时的抢救才脱离
生命危险。就在她动弹不得时，接到
了父亲病重的消息。

“心急如焚，想着身体恢复一些就
赶回去。”但就在那段时间，张彦杰接
到了父亲去世的消息，“家人们说，父
亲临终前一直念着我的名字。”张彦杰
当时不由自主地放声大哭。

“我的家乡曾经是一个贫瘠的小
山村，虽然家里生活困难，但父亲一
直鼓励我读书。即使四处借钱，也支
持我完成了学业。”张彦杰哽咽地
说，“这一段特殊的成长经历，在我
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是助
推我走上公益路的一颗火种。”

“读好书，是给孩子们最好
的礼物”

“小时候家里困难，亲朋好友纷
纷为我的学费伸出援手。那时候我就
想，长大后，也去帮助其他想上学的孩
子。”成为乡村教师后，张彦杰一直格
外照顾班上的困境留守儿童，“那时候
家里特别热闹，进进出出的孩子多了，
邻居们都分不清哪个是我儿子。”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张
彦杰在绵竹的汉旺镇帮扶了7名与亲
人失联的受灾儿童。“这时候我意识
到，无论是经济上还是精力上，一个

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同时我也发现了
网络带给我们的无限可能，它可以突
破时间与空间的局限，用很短的时间
将每个个体的爱心汇聚起来。”

“何不在网上创建一个社群？让
更多爱心人士参与到助学这项公益中
来，这样就可以帮助更多孩子了。”
2009年11月，张彦杰创建了“巴中
兔兔爱心助学团队”（兔兔青少年爱
心家园的前身）。

团队最初只有夫妻二人，但张
彦杰干劲十足，然而，就在团队创
建半年左右时，生活却给了她一记
重锤——她被确诊为癌症晚期。“我
们夫妻俩都是教师，大部分工资都用
来资助孩子们了，几乎没有积蓄，无
法面对高昂的治疗。”就在她决定放
弃治疗的时候，亲友和爱心人士纷纷
伸出援手，“绝望之后感受到的希望
和感动是加倍的，是他们给了我第二
次生命。我无以为报，只有将这份爱
心传递下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张彦杰说。

随后的10余年间，张彦杰把兔
兔爱心助学团队发展成拥有500多名
志愿者的爱心家园，并在北京、上
海、深圳、南京等地建立了资助人团
队，圆了1700余名孩子的读书梦。

这些年，张彦杰以“妈妈”的身
份参加了不少家园孩子的婚礼，看着
孩子们从校服到婚纱，从初见时怯生
生的样子到如今待人接物的落落大
方，她总是要感慨一番，也常在夜深
人静时感谢那个没有被病魔打倒、依
旧坚持助学的自己。

“每年8月，看着孩子们陆续发
来的录取通知书，别提多高兴了，那
些好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长什么样，我
最清楚。”张彦杰笑着说：“读好书，
是我送给孩子们最好的礼物。”如
今，她帮助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很
多时候，在外读书或者工作的孩子们

都会给他们牵挂的“兔妈妈”打来电
话，关心她的生活及身体情况。

在爱心助学路上，张彦杰获得了
很多肯定，“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
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四川省道
德模范”……“有时候我会受邀到大
学去讲我的经历和故事，受资助的孩
子们知道我要去，都很激动，会提前
到学校门口等我。”采访中，张彦杰
传来幸福的笑声。这期间，她去了
20多个城市，共宣讲近70场，“因
为身体原因，有时候讲着讲着要停顿
好久，挺不好意思的。但只要有人能
从我的人生选择和故事中获得些许启
发，我就愿意一直讲下去。”张彦杰
说，“我也想影响更多年轻人加入我
们志愿服务队伍，帮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长大后我想成为你”

“张妈，母亲节快乐！”5月 14
日母亲节，张彦杰的手机不断响起提
示音，一句句“张妈”让她笑开了
花，“那天加班了一整天，原本很
累，但躺在床上看着孩子们发来的祝
福，满满的幸福感。”

“张妈，我真的成了你，这感觉
真好，等假期我就去看您，保重身
体。”看到这条消息，张彦杰红了眼
眶，回忆一股脑涌上心头。

发消息的女孩名叫张玲 （化
名），曾经用稚嫩的声音说出“张
妈，我长大想成为你”时，张彦杰只
当是孩子的一时兴起。没想到，多年
后，她真的成了一名乡村教师，并且
也走上了爱心助学之路。

初识张玲时，张彦杰刚刚结束第
五轮化疗，因为身体原因，她辞去教
师工作，成了一名全职公益人。“那
时候她身体还非常虚弱，天气又热，
有几次差点晕倒，但还是坚持着往山

顶爬，去张玲家中家访。”对于妻子的
执着，同是教师的爱人李友生既理解又
心疼。

2003 年，张玲的父亲意外身亡，
母亲离家后杳无音信。当时的张玲只有
6岁，弟弟才1岁多，跟着年迈的爷爷
奶奶相依为命。姐弟俩到了上学的年
纪，因学校离家很远，只能在校寄宿，
往返路费再加上生活费，老人实在无力
支持，正准备办理退学手续。

“我回到家后立即整理好了两个孩
子的详细资料，马不停蹄地为他们联系
爱心人士。”过程并不顺利，直到半年后，
张彦杰才终于为姐弟俩找到了一对一的
资助人，爱心人士承诺为他们提供每年
4000元的助学金，直到他们大学毕业。

没找到资助的半年里，张彦杰就成
了他们的“妈妈”，逢年过节会把姐弟
俩接到家里吃饭。“有一次给姐姐买了
身漂亮的公主裙，她哭了，边哭边问以
后能不能经常吃到我做的饭。”张彦杰
回忆道：“当时真的特别心疼孩子……”

如今，张玲已经工作5年，也先后
帮助了不少困境孩子。只要有时间，她
就会到“张妈”家蹭饭，对她来说，这
就是家的味道。

兔兔爱心助学团队成立 14年来，
无数像张玲这样的困境孩子得到了长期
资助，他们中的不少人考入了清华、北
大等国内知名学府，如今在各自的工作
岗位上发光发热。“孩子们都很优秀，
有很多孩子已经博士毕业了。”张彦杰
骄傲地说。

“长大后成为你”不只是张玲的梦
想，也是很多受助学生心里的一颗种
子。这些年，他们自发成立了“小暖兔之
家”，利用节假日组织参加“张妈”的助学
活动。进入大学后，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
成为一名志愿者，把“张妈”那份志愿服
务精神传承下去。对此，张彦杰欣慰地
说：“这份爱心接力棒有那么多‘小暖兔’
继续传递，我这辈子就不白活。”

张彦杰：大巴山里的爱心“兔妈妈”
本报记者 郭 帅

“开始大采购啦！”5 月 31
日，北京市中关村第二小学的8个
校区热闹非凡，同学们与家长志愿
者们早早来到操场。在大家的精心
布置下，静谧的校园一下“变身”
成了超级大卖场，一个个被精心命
名的“摊位”摆放好了琳琅满目的

“商品”：家中闲置的书籍、笔记
本、画笔、文具袋、储蓄罐，还有
学生们自己制作的小挂件、手工艺
品、书画作品等各类“商品”应有
尽有，种类丰富，样式精美。孩子
们对每种物品的价格和种类都进行
了详细的记录，为之后的“血拼”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这是中关村第二小学8个校区
同步举办的“小书屋 大梦想”六
一公益行活动，通过年级、班级爱
心义卖的方式为江西会昌和瑞金、
新疆和田、河北张家口、四川阿坝
的5所学校捐建梦想书屋。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我们这
儿的文具很精美！”为了更好地推
销自己的商品，小小“售货员”们
各显神通，想出了套圈、抽奖、大
甩卖、抽盲盒等多种促销方式招揽
顾客。“小顾客们”则兴高采烈地
穿梭于各个摊位间，挑选着自己喜
爱的物品，奉献一份暖暖的爱心。
整个活动现场暖意涌动，爱心浓
浓，格外热闹。

活动现场，海淀图书馆北馆的
流动借书车也开进了校园里，馆方
不仅为此次公益活动捐赠了上百本
图书，而且还在现场开起了阅读挑
战赛。

“今天我不仅买到了自己喜欢
的玩具和书，还参加了很多有意思
的活动。我虽然没见过远方的小伙

伴们，但能和他们一起读好书，我觉
得这件事很酷。”中关村二小百旺校
区6年级学生王乐雅说：“过几天我
就要毕业了，很感谢学校组织的这场
活动。”

“我的孩子刚刚进入小学，她的
动手能力其实还没那么强，但我们在
准备摊位海报的时候，她一直争着做
些力所能及的事，这让我忽然发现孩
子长大了。而且这样的公益活动意义
很好，当我给她解释这样的活动如何
能帮到其他地方的小朋友时，她很开
心，能感受到一颗善良的种子正在孩
子心中生根发芽。”一位家长志愿者
告诉记者：“很高兴孩子们过了一个
意义非凡的儿童节！”

每一笔成功交易，志愿者都会及
时汇总并记录爱心款项。“本子上记
录的不仅是一个个数字，更是老师
和孩子们的爱心。”本次活动负责老
师介绍，自2009年至今，中关村二
小师生共捐建了18间梦想书屋，遍
布贵州、新疆、西藏、云南等10余
个省份。本次活动的所有收益，将
由家委会统计管理并向全校征集购
买书目，并于7月中旬赴各地进行捐
赠。

“‘小书屋 大梦想’公益行不
仅是一次丰富多彩的儿童节活动，更
是一次很好的教育方式。小书屋起到
了桥梁纽带作用，既帮助山区孩子追
逐读书梦，又激励我们的孩子一起读
好书，并且有助于建立社会责任感和
自我价值感。”中关村二小校长倪百
明表示：“这次特意选择江西瑞金和
会昌的两所小学建立书屋，也是希望
孩子们传承红色基因，沿着先辈的足
迹，读书立志逐梦，努力成长为堪当
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让小书屋点亮孩子们的大梦想
——中关村第二小学六一公益行活动侧记

本报记者 郭 帅

“李大哥，最近怎么样？我来看
看你。”近日，山西省晋中市榆社县
一处民房内，山西省晋中市机关事
务管理局退休职工李文拴边说着
话，边把带来的日用品放下。这处房
子，李文拴再熟悉不过，这些年他已
经不记得来过多少次。

这间房子的主人名叫李艳祥，
曾是李文拴的同事。“艳祥原来是一
名锅炉工，一直患有糖尿病。”李文
拴记得，他第一次到李艳祥家时，家
里的景象让他红了眼眶，“一家四口
人，挤住在一间只有十平方米左右
的房子里，基本没处下脚。”

那是1983年，李文拴的工资并
不高，但他时常会给李艳祥家里送
点日用品。“后来因为病情加重，艳
祥不得已辞了职，家里唯一的收入
来源也没了。幸好我的工资一直在
增加，能多帮点就多帮点。”如今，让
李文拴感到欣慰的是，李艳祥的两
个儿子都已成长成才并先后自立成
家，大儿子还读到了博士后。

对于李艳祥一家的帮扶，只是
李文拴公益路上的一个缩影。“有困
难咱不怕，希望总是有的。”这是李
文拴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今年66
岁的他，退休后本可以享受生活，但
为了给更多人带去希望，他依然奔
走在公益路上。

从帮助身患糖尿病的同事李艳
祥摆脱家庭困境，到帮助三代生活
在40平方米房子里的邻居魏兰英
申请到公租房，再到为身患重疾的

同事捐款捐物，这一件件对于李文拴
来说并不是大事的事情，却实实在在
解了每个受助者的燃眉之急。

“能坚持做这件事，可能和我的经
历有关。”父亲在李文拴3岁时病故，
家庭的重担让他不得不早早地进入社
会。“第一份工作是煤矿工人。”在逼仄
的空间里爬行，日复一日地重复井下
的工作，李文拴体会到了生活的艰难。

“正是因为经历过困境，遭受过苦
难，才更能明白困境中的人们正在经
历的无助。”李文拴动情地说，“感同身
受嘛，淋过雨，所以想为别人撑伞。”这
些年，为了帮助身边处在困境中的家
庭和个人，他已记不清自己捐了多少
钱物。

曾有受到李文拴帮助的人找到他
想要表示感谢，他只淡淡地说一句：

“不需要感谢我，有能力了，你再去帮
助更多有需要的人。”李文拴说，自己
做的事情都是举手之劳，他也为自己
的付出感到高兴，“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这些余香就是我前行的动力。”

这些年，李文拴先后获得“晋中好
人”“山西好人”等荣誉。“过去的已经
成为过去，人不能停留在昨天，当下和
未来才最重要。”40年来，李文拴在帮
助他人的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体会和
感慨，这些体会也激励着很多人成了
他公益路上的同行者，他说：“只要身
体允许，我会一直遵从自己的内心，坚
持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也希望更多
人能够帮助有需要的人。”

（王泳 吕思凡）

“山西好人”李文拴：

“想为更多人‘撑伞’”

“希望用影像记录时代人物，传
播生命故事，弘扬正能量。”这是江
苏无锡市九三学社社员、老兵公益摄
像师王程在社交平台上的个人简介。
镜头下，很多老人的笑颜被永远定格
下来。

“一个老兵就是一部活着的历
史，他们值得被更多人铭记、致敬。
用我的摄影技术，为他们做一点微不
足道的事情，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
很有意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王程奔走在为抗战老兵拍摄人物肖像
的路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
在联络和准备拍摄这些抗战老兵。”

“原来的我就是随大流，什么赚
钱拍什么，后来发现这样做越来越背
离自己从事摄影的初心。”2018年，
已经在摄影行业从业近20年的王程
给自己立下一个目标：每年为100位
拥有有趣灵魂的人拍摄肖像。“立下这
个目标之后，我不再养团队，也不再考
虑这件事赚不赚钱，整个人都放松下

来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件正确且能让
自己快乐的事，这就够了。”王程说。

“对于年轻人而言，拍照是一件
非常普通的事情，但这些抗战老兵们
却很看重这件事，会精心准备。在镜
头前，他们可能会比较拘束，很多人
甚至已经很久没有照过镜子了，但看
到自己某一瞬间被定格下来，还是会
笑得像个孩子。”说起老人们，不善
言辞的王程变得滔滔不绝。

这些年，除拍摄之外，王程更愿
意坐下来，倾听老兵们背后的故事。

“一张好的肖像照，背后能看到这个
人的性格和思想，甚至是时光沉淀下
来的故事。我一直想努力把这些表现
出来，让更多人去致敬这些老兵。”
王程说。

老兵徐锡南出生于1926年，19
岁时便参加抗日战争。如今，97岁
的老人身体还算康健，只是耳朵有点
背，手也不太利索了。虽然老人的补
贴足够生活，但他还是闲不下来，会

编织些手工竹篮到镇上的早市去卖。
最让老人开心的事，就是骑着小三轮
到镇上吃一碗小馄饨。

山东籍老兵孟庆校出生于1923
年，身体健朗的他会经常骑着自行车
到附近买菜，对于曾经战场的事情以
及战友的名字，老人都还能记得。

老兵刘清泉曾经参加过上甘岭战
役，如今需要靠轮椅代步。面对镜
头，老人穿上崭新的衬衫，戴在胸前
的各式勋章，映照着老人坚定的理想
信念……

每一位老人的故事都让王程印象
深刻，很多老人曾在战场上经历生
死。王程觉得，用手中的相机为他们
多定格些美好瞬间，是一种责任。但
除此之外，他还想再做点什么。

2021年 5月，灵山慈善基金会
设置了线上捐赠“关爱抗战老兵第一
期”项目，计划完成20位老兵上门拍
摄肖像服务，以及送上慰问金和礼品。

尽管筹款进展一度不太理想，但

王程并不泄气，“先做力所能及的事，
能筹到多少算多少，能帮到多少人就帮
多少。”王程最担心的是老兵们年岁渐
长，留给他记录的时间可能越来越少，
因此他也一直在加快脚下的步伐，和时
间赛跑。

除了抗战老兵主题，王程在新冠疫
情防控期间，还特别为无锡169名援鄂
医疗队拍摄“时代肖像”，并完成了

“英雄归来”公益摄影展。2019年，王
程曾为70位共和国同龄人，免费拍摄
了《时代肖像》，“这些见证参与共和国
的建设者，有些忙碌一生或许没有一张
正式的肖像照片，很多人说想拍一张好
看的照片给亲人留个念想。”王程说。

近年来，因为专注人物摄影，王程
多了不少身份：APPA亚太肖像摄影联
盟会长、江苏省摄影行业协会副会长
等。“通过影像传播‘正能量’，我也找
回了自己的初心。希望通过自己的镜
头，可以让更多人看到这些正能量的人
物故事，并得到生命的启发，让更多人
找到正确的人生之路。”王程说。

“现在虽然挣的钱不多，但反而很快
乐，而且是长久的快乐。”王程说：“我就
希望再快一些，用镜头记录更多抗战老
兵的故事，让他们被更多人记住。”

（刘玲媚）

王程：用镜头传递温暖

凡人善举
fanrenshanju

2023 年高考来临，爱心送考再启程。近日，北京多家出租车公司的
“雷锋车队”“志愿服务队”正式启动今年的爱心送考活动，北京全市将有
400多名出租车驾驶员参与免费接送高考生。图为出租车驾驶员在车上明显
位置张贴爱心送考标识。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北京市出租车爱心送考北京市出租车爱心送考

她不计较生命长度，却用爱心夯实生命的宽度；她如一盏明灯，照亮了很多困境孩子的求学之路；她是一位癌

症晚期康复者，也是帮扶过上万名学子的爱心“兔妈妈”，她就是四川省巴中市兔兔青少年爱心家园理事长张彦杰。

因为成了很多孩子的爱心“妈妈”，她曾先后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最美志愿者”“中国好人”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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