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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乡村儿童的整体发展状况

稳步提升，如何更高质量、更精细

化地促进乡村儿童全面发展成为新

的课题。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于 2014

年发起“加油未来”公益项目，通

过引入“加油课程”、打造“加油

空间”、开展“加油关爱”、赋能

“加油领航者”等举措，以县为单

位在乡村小学持续开展。10年来，

项目累计筹集善款 3.07亿元，助力

超过30万名乡村儿童在全面发展中

茁壮成长。

素养提升，师生共成长

“以前一直以为，成长是对孩子们

说的，我接受了‘加油课程’才发现，

一起成长的不仅是他们，还有我们。”

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天，来到“加油未

来”项目十周年活动现场，贵州省织金

县熊家场镇新麦小学教师陈艺希娓娓讲

述着大山里孩子们的故事。

青 山 环 抱 ， 鸟 鸣 声 声 ， 2021 年

“加油未来”项目跋山涉水来到织金，

走进新麦小学。第一次发放“加油包”

时，孩子们全都开心极了，就连班里最

不爱说话的“小透明”小罗，也与往日

判若两人，开心的笑声如山间泉水流

淌，清脆、悦耳。

“那天的小罗，双手不停抚摸着书

包，弯成月牙的眼睛以及一直上扬的嘴

角，都在告诉身边的人，自己有多喜欢

这件礼物。”大山里的孩子对外面的世

界充满好奇，陈艺希记忆犹新的是，拿

到书包的孩子，迫不及待打开查看，把

魔法黏土、水彩笔、卷笔刀、素描纸和

笔记本等学习用品全都摆在面前，然后

再一下子拥进怀里。

乡村儿童发展，关系到乡村人才队

伍成长、产业振兴、农村富裕和农民幸

福。近年来，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社

会公益组织，都在以各种方式支持和保

障乡村儿童全面发展。

“加油未来”公益项目，由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于 2014 年发起。考虑到

大多数乡村儿童因父母外出务工、缺乏

陪伴，易出现情感脆弱、性格内向等问

题，项目引入社会情感、阅读、运动三

门核心素养课程，推动乡村儿童社会情

感、学习效能与身心健康的全面培养与

提升。

与此同时，项目还以集中培训、游

学借鉴、跟岗研修、师徒结对等方式，

支持乡村教师专业化发展，成为孩子们

成长道路上的“领航者”。

10 周年活动现场，孩子们把社会

情感课程搬到了舞台上。他们放飞写有

同学优点的纸飞机，大声念出鼓励与肯

定的话语。正是这些看似平常的小游

戏，教会了孩子们发现并欣赏他人的优

点，增强了自信心与团队协作能力，变

得 勇 敢 、 坚 强 ， 学 会 了 表 达 爱 、 分

享爱。

3 年来，新麦小学的孩子们与“加

油课程”相伴着长大。慢慢地，有的孩

子上课时愿意举手回答问题了，有的孩

子从默默不语变得喜欢主动和别人交

流，孩子们更团结了、也更能接纳别人

的不足……“加油未来”让乡村儿童身

上的闪光点“被看见”，而随之发生的

转变，无一不令陈艺希感到欣喜。

喜悦之余，陈艺希也在“加油未

来”项目中学到了很多新的教学方法和

理念，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加油教

练员”，用快乐且更有效的方式，帮助

学生全面发展、实现梦想。

寒来暑往 10 年间，“加油未来”步

履不停，项目累计筹集善款 3.07 亿元，

惠及 8 省区 20 个县的 753 所乡村学校。

评估报告显示，受益的 30 多万名小学

生中，九成以上学生表示自己的整体表

现有明显或非常明显提升，社会情感课

程的促进作用尤甚。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在陈

艺希眼中，大山里的孩子亦如一朵朵小

小的苔花，蓄积力量，最终迎来属于自

己的绽放。

改善硬件，发展有保障

夏日已至，河北省青龙满族自治县

茨榆山乡茨榆山小学，阳光洒向带有草

坪及塑胶跑道的操场。一个个孩童的身

影你追我赶，欢笑声不断。

微风掠过，看着篮球在空中划出完

美的弧线，体育老师陈月和孩子们一起

加油呐喊。专业的场地、完备的体育器

材，这些都是他曾经想都不敢想的。

2017 年，陈月成为茨榆山小学的

一名体育老师。初到这里时，看着雨后

泥泞的操场，面对着破旧的教学楼和宿

舍，他一度甚至打起了退堂鼓。可是一

想到朴实的孩子们憧憬着通过学习走出

大山，陈月还是决定留下来，“我想改

变他们的未来，也许我的力量很小，但

是我想试一试。”

每年春天，山上百花齐放，可这

个 季 节 里 上 体 育 课 却 最 让 陈 月 “ 头

疼”，大风会扬起地上的沙尘，让他和孩

子们都没办法睁开眼睛。器材室里的篮

球、足球，也早已破烂不堪。由于缺乏

专业设备，体育课往往只能是简单的自

由活动。

那个时候，陈月用破布缝制沙包、用

矿泉水瓶装沙子自制哑铃、用木棍自制接

力棒……尽管教学环境和条件有限，但是

在上体育课时，孩子们依然笑意盎然。

“后来学校翻修了一次操场，虽然只

是水泥地面，但是我和孩子们也很开心，

至少大家再也不用在操场‘吃土’了。”

陈月告诉记者，过了不久，水泥操场的缺

点慢慢显现出来，由于地面过硬，孩子们

在水泥操场跑多了会脚腕疼。

为进一步改善乡村小学教育教学环

境 ， 助 力 乡 村 学 生 全 面 发 展 ， 2022 年 ，

“加油未来”公益项目落地青龙满族自治

县，首批捐赠资金 480 余万元，用于当地

15 个乡镇中 15 所小学的运动场地援建改

造、相关运动设施配置以及运动课程培训

等工作。

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加油未来”引

入优质核心课程，通过教师培训、技术督

导、县内交流等方式，赋能项目学校教

师，更好培养学生核心能力；修建与课程

配套的活动空间或运动场地，改善学校硬

件条件；发放课程配套包裹，丰富项目学

校 教 育 教 学 用 品 用 具 ， 助 力 课 程 有 效

开展。

在安全舒适的环境下体验趣味运动，

不再是孩子们遥不可及的梦想。去年秋

季开学后，青龙满族自治县 15 所“加油

未来”项目校的 4000 多名学生，再次收

到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发放的“加油运

动包”。

“塑胶跑道、人工草坪足球场、篮球

场，学校面貌焕然一新。”看着山区孩子

们的健康快乐成长有了更好的环境，陈月

坦言“心里像灌了蜜似的”。

月捐助力，把关爱传递

爱，足以突破距离的限制。

“十年间，项目年度规模从 66 万元到

9000 多万元，‘加油未来’月捐人从两位

数起步到 4.1 万人，每人每月 100 元的坚

持，成为一条又一条连接乡村与城市的公

益纽带，助力‘加油未来’项目走得更

宽、更远。”这是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秘

书长陈红涛提到的一组数据。

自 2019 年 第 一 次 参 加 “ 加 油 月 捐 ”

以来，爱心捐助人孙立恒一直盼望着有机

会看看那些生活在大山里的孩子。退休

后，她终于有了时间。为了这场远道而来

的约定，她准备了一节手工课，在网上精

心挑选适合小朋友的教具。为了保证孩子

们能快速学会，她还在家里试验了很多遍

拼搭的效果。

奔波辗转，当孙立恒走进云南省会泽

县老厂乡田尾巴小学的教室，与想象中内

向羞涩的孩子不同，她看到的是他们乐观

向上、积极开朗的笑容，听到的是孩子们

在操场上追逐玩耍的嬉笑声。

“生活在乡村的孩子需要能让他们受

益终身的性格和品质，这样将来无论走到

哪里，都能自信、从容地融入陌生的环

境。”探访之旅，让孙立恒亲身感受到了

“加油未来”带给孩子们的改变。

同 样 是 一 次 乡 村 小 学 的 探 访 活 动 ，

“加油空间”中的“阅读空间”和每个班

级设置的“班级阅读角”，让从小喜爱读

书的“月捐人”潇雨欣喜不已。

“40 多 平 方 米 的 空 间 里 ， 琳 琅 满 目

地摆放着名著、寓言、绘本、科普读物

等 3000 多本课外书籍 。”潇雨说，生长

在大山里的孩子可能暂时无法用脚步去

丈量世界的宽度，却可以用阅读来感悟

世界的深度。她同样希望能有更多爱心

人士加入进来，把阅读的力量带给更多

乡 村 儿 童 ， 助 力 他 们 全 面 发 展 、 健 康

成长。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潜力和天赋，只

要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支持，便能迸发出

惊人的能量。而‘加油未来’项目正是

这样一股力量，它照亮了孩子们前进的

道路，为他们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无限可

能。”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助理秘书长韦

丹丹告诉记者，今后将在社会情感、阅

读和运动三个主题的基础上，引入科学

主题，丰富充实学校科学教育。同时推

动新的教师成长体系实施，与地方政府

合力打造项目优质学校，进一步发挥辐

射带动作用。“做一棵大树，分枝到更多

的县域、学校、老师，为乡村儿童的未

来加油！”韦丹丹说。

““加油未来加油未来””十年路十年路 乡村乡村““苔花苔花””朵朵开朵朵开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探索助力乡村儿童全面发展小记

本报记者 赵莹莹

“实现乡村儿童全面发展，需要给

予他们更加充分的发展条件和公平的发

展机会。”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博物馆

副馆长刘万鸣注意到，从近年来每年的

“中央一号文件”，到 2021 年颁布实施

的乡村振兴促进法，无不反映出党和国

家心系乡村儿童发展的宏愿与决心。

“ 闲 不 住 ” 的 刘 万 鸣 只 要 时 间 允

许，总要到一些革命老区走一走、转一

转。出于一名政协委员的责任心，给老

大娘、老大爷画肖像的同时，他更乐于

同他们聊聊天、谈谈心，从而发现一些

有待解决的问题，继而带着问题实际调

研，深入采集基层民情民意，更扎实地

履行委员职责。

一年来，刘万鸣的调研足迹遍及内

蒙古、河北、山西、山东等地的革命老

区和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令他感触颇

深的是，尽管城乡差距在缩小，但农村

儿童发展所需资源依然欠缺。

去年冬天，刘万鸣又一次前往沂蒙

老区调研、写生。其间，他走进潍坊市

临朐县九山镇的几所学校，看到这些学

校尽管已经普遍实现了现代化教学，但

所使用的多媒体教学设备大多已经陈

旧，甚至存在不同程度的破损，难以满

足日常教学需要。

“越往山里走，校长和老师对于多

媒体教学资源的需求也就越迫切。”随着

调研深入，刘万鸣发现，在偏远和经济相

对落后地区，多媒体教学资源短缺的乡镇

小学不在少数，且普遍存在教学设备数量

不足、老旧老化等实际困难。

带着“出一点微薄之力”的初心，根

据自己的调研所见所想，今年两会期间，

刘万鸣提交了 《改善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村镇小学多媒体教学设备》 的提案。

提案中，他建议国家和地方财政加大

对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乡镇、村镇小

学的专项资金支持与投入，实现多媒体教

学设备百分百覆盖，使广大相对落后地区

的孩子也能更快更好地接触到丰富的知识。

刘万鸣表示，除了加大财政投入、加

强宣传力度，还要发动社会的力量支持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村镇小学，吸引

有关团体和个人积极投身这些小学的设

备设施建设，从硬件到软件多方面给予

帮扶，为乡村儿童创造更多机会和渠道

获取成长资源，帮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一步步

走过来，亲身感受到国家的变化。”刘万

鸣 说 ， 每 当 他 看 到 生 活 在 乡 村 的 孩 子 ，

总会想到自己小时候那种对于知识的渴

望，希望自己的这件提案能够让孩子们

有更好的条件投入学习、更加健康茁壮

地成长。

3 月 25 日，刘万鸣再次来到九山镇，

向九山小学、宋王庄小学、付兴小学捐赠

教学一体机 30台，总价值 45万元。

课堂上，看到孩子们使用着崭新的多

媒体教学设备，刘万鸣不禁再次想到了自

己的乡村童年，他相信孩子们会因此学到

更多的知识、并拥有更远大的未来。

全国政协委员刘万鸣：

发动社会力量，支持乡村儿童更好地成长
本报记者 赵莹莹

老年人的关爱护理、留守儿童的陪伴教育，关乎民生、连

接民心。近年来，江西省慈善总会聚焦“一老一小”，实施

“老吾老”护理培训、“幼吾幼”少儿之家等项目，努力推动老

有颐养、幼有善育，着力描绘“朝夕美好”的幸福画卷。

地处九江市湖口县的“石钟情”养老城，运营至今已近

10 年，相继接纳全县和周边地区 3000 余名老人在此安享晚

年。一直以来，专业护理人员紧缺、护理员工作压力大等问

题，困扰着养老城的进一步发展。

2021 年 ， 江 西 省 慈 善 总 会 推 出 “ 老 吾 老 ” 护 理 培 训 项

目，通过综合培训，提高养老护理员的专业技能与综合素质，

为养老服务机构培养优秀护理人才。项目启动至今，培养的

670 名优秀养老护理员有的进入养老机构，有的服务于社区养

老中心，有效缓解了日益增长的养老护理需求与养老护理人员

短缺的矛盾。

在该项目的帮助下，众多的养老护理员不断提升服务质

量、创新服务模式，为老年人打造温馨、舒适、专业的养老

家园。

今年是邹利金从事养老护理员工作的第 10 个年头。当

年，在养老城前台工作的她看见老年人越来越多，于是想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正在不知从何处做起时，“老吾老”护理培训项目雪中送

炭，帮助邹利金走上了专业养老护理员的道路，其护理技能逐

步得到老年人及家属的认可与肯定。

“老人们每次看见我都会很开心，现在我已经成为养老中

心副经理兼楼长。这一切都离不开江西省慈善总会提供的培训

机会。”邹利金坦言，今后要发挥“传帮带”作用，将所学技

能传授给其他养老护理员，更好服务每一位老年人。

段锦霞在养老城居住了近 10 年，正是在邹利金无微不至

地照顾下，老人已经将“石钟情”养老城当作她的“新家”。

在她眼中，邹利金不仅护理技术好，对待老年人很有耐心，

“就像自家孩子一样照顾我，让我感受到了晚年的幸福”。

“养老城曾经面临用工难、员工护理专业性不足等难题，

在江西省慈善总会‘老吾老’项目的帮助下，如今这些难题早

已迎刃而解。”“石钟情”养老城副总经理张晓霞表示，“老吾

老”护理培训项目让护理员拓宽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更提高

了技能，现在他们能够熟练地为老人提供日常照料、健康监

测、心理疏导等服务，让老人们感受到家的温暖与关爱。

一方面，是“老吾老”项目助力更多老人获得专业养老服

务；另一方面，是“幼吾幼”项目让更多的孩子健康快乐

成长。

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婺源县秋口镇王村的“幼吾

幼”少儿之家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身穿红色背心的“幼吾

幼”守护员穿梭在孩子们中间，一片其乐融融。

“‘幼吾幼’少儿之家，给我们这些爷爷奶奶解决了大难

题。”58 岁的村民俞金英感慨地说，她的两个孙子一个 12 岁、

一个 5 岁，平时父母都在外面打工，以前孩子放假就在家看电

视、玩手机。现在可好了，双休日、节假日都送到这里，孩子

们在玩中学，大人也放心。

8 岁的茹茹 （化名），父母都在外务工，只有过年的时候

才回来。她性格比较内向腼腆，刚来少儿之家的时候，不爱说

话，喜欢一个人在角落默默地坐着，随着参加活动的次数越来

越多，茹茹越来越开朗，参加活动非常积极，跟伙伴的交流互

动也变多了，甚至经常在活动结束之后都不想走。

说起“幼吾幼”少儿之家项目，婺源县慈善会秘书长裘汉

彬表示，这是江西省慈善总会投入资金建设，县慈善会和村镇

一起努力的成果，效果特别好。

“除捐赠硬件设施，江西省慈善总会每年都会开展守护员

培训课程，全面提升守护员的专业技能和素养，更好地为孩子

们服务。通过这一项目的开展，还帮助部分留守妇女实现了人

生价值。”裘汉彬说。

目前，江西省慈善总会已在全省建立起 46 个“幼吾幼”

少儿之家，共服务留守儿童 2.9 万名，开展儿童福利帮扶 1.9 万

人次。该项目的实施有效改善了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普遍

存在的自我封闭、亲情失落、学习失教、心理失衡等问题，为

儿童成长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江西省慈善总会聚焦“一老一小”——

着力描绘“朝夕美好”幸福画卷
本报记者 舒迪

本报讯 （记者 舒迪） 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 （以下简称中

国儿基会） 携手美赞臣公益基金会等，于日前在河北平山县启

动第三期“用爱传递·更好开始”乡村母婴营养改善计划。

据介绍，生命早期 1000 天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一个人

生长发育的“机遇窗口期”，对孩子茁壮成长至关重要。科学

干预乡村母婴营养摄入，能够有效改善乡村母婴健康，对控制

母婴贫血率、婴幼儿生长发育迟缓率均有明显效果。乡村母婴

营养改善计划项目自 2019 年启动以来，已走过甘肃西和县、

江西兴国县、重庆彭水县等 40 多地，为数十万母婴提供科学

营养支持服务。

此次活动中，美赞臣公益基金会捐赠了价值 2000 万元的

母婴营养品，用于改善乡村母婴营养状况、助力乡村妇幼健康

事业发展。首批价值 1000 万元的营养品目前已陆续送达河北

平山、西藏林芝、四川泸州、贵州毕节等地。

中国儿基会副秘书长王海静在启动仪式上表示，母婴健康

是家庭健康、全民健康的基石。守护母婴健康，就是守护家庭

的幸福、守护社会的希望、守护国家的未来。今年是新中国成

立 75 周年，中国儿基会携手美赞臣公益基金会在平山等革命

老区深入实施公益项目，关爱和呵护老区人民特别是困境家庭

母婴群体的健康，对于促进家庭幸福安康、推进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具有特殊意义。

河北省妇联二级巡视员郭丽萍在发言中希望承接活动的市

县妇联组织发挥自身优势，认真落实爱心物资的发放工作，把

好事办好、实事办实；希望参加培训的妇幼医务人员认真学

习、提升技能，做好改善母婴营养供给的指导工作。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为当地基

层医护人员作知识培训。与会人员还探访了平山县西柏坡镇的

受助孕产家庭，实地了解乡村母婴需求。

第三期乡村母婴营养改善计划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