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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在线经验在线：：子弟兵特色帮扶子弟兵特色帮扶

双拥影像

亲历者说

云南民族大学毕业的伊南恩，工作后资助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观音店乡的

杨婷婷上学；云南大学毕业的晏妮，工作后资助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普

诗村的阿西阿加、阿西石呷上学；重庆大学毕业的赖富强，工作后资助四川省绵

阳市三台县的曾贞上学……什么叫“爱出者爱返”？军事科学院驻四川某部官兵

从这些受助学生的一封封来信中找到答案，对助学兴教的意义也有了更深一层

理解。 图片由军事科学院驻四川某部政治工作部提供
爱的传递

一则来自革命老区的新闻报道，令

人感念不已：多年前，当地驻军捐资改

善办学条件，结对帮扶贫困家庭学生。

如今，随着地方政府加大教育投资力度

和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驻军部队的

助学方式悄然发生变化——由助学圆

梦到塑魂育人，把红色基因的种子播撒

在受助学生的心中。

这并非一事一地的变化，而是源于

“两免一补”这一重要的国家政策支撑：

从 2017 年春季开学起，全国城乡统一

实施对义务教育学生免学杂费、免费提

供教科书、对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补贴

生活费。

放眼全国，我们如期打赢脱贫攻坚

战，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由此带来的变化是全方

位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近年来，

因家庭贫困而面临辍学的中小学生越来

越少。

助学理念怎样随之改变？对军地

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考验。梳理各地助

学兴教的实践，我们发现，抓住 3 个关

键词更有利于确立适应新时代要求的

科学理念：助学、筑梦、铸魂。

相比较而言，助学更多着眼解决现

实困难。助学的初衷，就是帮贫困家庭

学生圆求学之梦。伴随国家政策红利

的逐步释放，面向困难家庭的助学行动

占比明显缩小，而努力弥补教育资源的

不均衡则日益凸显。不均衡主要体现

在 3 个方面：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教

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城乡教育资源分配

不均衡、教学师资队伍发展不均衡。驻

军部队助学兴教的着力点，理应结合驻

地实际和自身优势，随之调整改变，在

行动上努力体现“三个不一样”：驻发达

地区部队和驻欠发达地区部队，助学重

点不一样；驻城市部队和驻乡村部队，

助学对象不一样；科技含量较高、专业

技术干部占比较大部队和一般作战部

队，助学方式不一样。

从 长 远 来 说 ，筑 梦 更 能 为 少 年 儿

童的成长负责。让贫困家庭学生有机

会读书，只是助学兴教的第一步。成

功迈出第一步后，还要学会用受助学

生能理解、可接受的方式，帮助他们解

决好为什么读书的问题。按照心理学

家的科学分析，人的需求是分层次的，

从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到归属与爱的

需要，从尊重的需要到自我实现的需

要，是一个逐步升华的过程。“长大了

想干啥？”对中小学生来说，是一个永

不过时的话题。“水激石则鸣，人激志

则宏。”帮受助学生立鸿鹄之志，是发

展型助学的必由之路。为受助学生筑

梦，不否认小道理，更要善于讲好大道

理。怎样把缤纷多彩的个人“小目标”

与 爱 国 奉 献 的 集 体“ 大 目 标 ”统 一 起

来？军营的英模身上有精彩故事，身

边的战友身上也有精彩故事，关键是

军队助学人要善于发现，学会讲述。

说到底，铸魂事关我们每个中国人

的一生。解决眼前家庭困难，只是一阵

子；立大志干大事，才能管根本 、管长

远。而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 观 ，则 是 管 根 本 、管 长 远 的 基 础 工

程。打牢这一基础工程的根基，离不开

红色基因的培育和传承。实践证明，这

正是驻军部队助学兴教的优势所在、子

弟兵从事公益活动的特色所在。据报

道，雷锋生前所在部队官兵与辽宁省抚

顺市雷锋小学教师一起，历时两年联合

攻关，针对不同年级学生的具体实际，

编写出不同版本的《雷锋精神教育读

本》，把学雷锋细化为每个阶段看得

见、摸得着的“小目标”。这一生动实践

启示我们，把助学兴教与传承红色基因

结合起来，每支部队都有潜力可挖，每

名官兵都大有可为。

助学·筑梦·铸魂
■凡 木

图①：为最可爱的人佩戴红领巾。

朱一韬摄

图②：官兵为学生讲解航空知识。

张俊睿摄

我最初接触到贫困山区的学生，是

在 2000 年。那时我刚刚调入政治机关

工作，时任政治部吴主任带领我们到北

川羌族自治县通口镇小学，与贫困家庭

学生结成助学对子。

从那时至今，我所在政治机关换了

4 任 主 官 ，助 学 兴 教 的 接 力 棒 仍 在 传

递。我和受助学生左安琼的缘分，就是

在这期间结下的。

左安琼家原本在雅垄江边的四川

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巴哲乡巴哲

村，海拔 3800 多米，前几年没水没路没

电 ，更 没 有 手 机 信 号 ，走 出 大 山 需 要 4

个多小时。父母为了她能上个好学校，

下山进城打工。安琼学习很刻苦，成绩

优 秀 。 资 助 她 以 后 ，我 发 现 她 性 格 内

向。书信交流，成了我们之间特有的沟

通方式。书信中，她会和我分享学业成

绩、与同学相处的困惑，还有成长中的

烦恼。

中考时，安琼以优异成绩考入当地

最好的一所高中。得知她上课不敢回答

问题，不敢交朋友，我鼓励她放下自卑，

用真心交知心朋友。很快，她融入学校

团结友爱的氛围之中。

2019 年 7 月 25 日，我第一次邀请安

琼到家中做客。大概感受到我发自内心

的疼爱，那一次，她拉住我的手，由衷地

叫出“柳妈妈”。

从部队营区到大凉山，乘坐火车要

一天时间。我的许多同事每年都利用休

假时间，看望放暑假的受助学生，挨家挨

户走访，面对面送上助学金和爱心物品。

每次回来，大家还会认真整理建档，

帮助更多爱心人士选择资助对象，进行

“一对一”长期资助和精准帮扶。在大家

努力下，更多“左安琼”们受到真情帮扶，

得以健康成长。

今年天气渐热时，我买了一件蓝色

运动连衣裙，觉得面料很舒服，顺手又给

安琼买了一件红色的寄去。“母女装”，寄

托着我军营外的一份牵挂。

鱼水情深，体现在对山区教育的持

续关注、对山区孩子的持续关爱。一路

走来，我和同事们更加坚信，助力乡村振

兴，呼唤子弟兵助学兴教跟上时代步伐，

努力实现创新发展。

（作者系军事科学院某部职员干部）

孩子叫我“柳妈妈”
■柳 捷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2021 年 8 月，

接到北京师范大学入学通知书的贫困

家庭学生胡海燕，与母亲一人提着一只

大公鸡，从绵阳市平武县的大山里先乘

摩的、再换汽车，急匆匆赶到军事科学

院某部。在那里，母女俩见到了坚持 6

年的资助人、该部干部曹战胜。

6 年前，刚上初一的胡海燕因父亲

去 世 、家 庭 贫 困 而 面 临 辍 学 。 得 知 情

况，曹战胜主动伸出援手，为她提供学

费、生活费。

“叔叔，我的成绩 598 分，加上偏远

山区少数民族加分，一共 648 分。”胡海

燕成绩出来的当晚，几百公里外的曹战

胜终于放下了心。他坦言：“正是这 6 年

资 助 ，让 我 更 懂 得 了 山 区 群 众 所 思 所

盼，更清楚了国家倡导什么。”

在大凉山腹地、凉山彝族自治州冕

宁县彝海村，一棵名为“红军树”的百年

棠梨树矗立挺拔，一口名为“结盟泉”的

泉水汩汩而出。

1935 年，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员刘

伯承与彝族果基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

血为盟，留下了一段我军与少数民族群众

鱼水情深的历史佳话。如今，这段佳话正

以助学兴教的形式续写新的传奇。

8 年来，该部干部刘建宏每年都利

用休假的机会深入大凉山，为家庭困难

的孩子捐赠助学金。2018 年 7 月走访凉

山彝族自治州喜德县中学时，一个瘦弱

的小女孩突然跑到他面前：“刘叔叔，您

帮帮我吧，阿爸不打算让我上学了！”

小 女 孩 名 叫 阿 西 平 莫 ，父 母 计 划

让 她 辍 学 ，打 工 补 贴 家 用 。 刘 建 宏 两

次 到 阿 西 平 莫 家 走 访 ，还 协 调 关 心 下

一 代 工 作 委 员 会 工 作 人 员 一 起 登 门 ，

终 于 说 服 阿 西 平 莫 的 父 母 ，使 她 得 以

继续上学。

因为助学的缘故，西昌市安哈镇受

助学生左安琼每取得一点成绩，都会和

资助人、该部职员干部柳捷分享。

多年来，从新调入的青年干部到调

离本单位的老领导，从现役军人到职员

干部，从在职党委常委到退休多年的老

干部，该部助学的队伍越走越长。他们

“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资助，相继

捐资 220 余万元，帮助 74 名学生考上大

学，走出大山，成功圆梦。

助学队伍越走越长

“红军树”下的传奇
启示三：帮 扶 ，

还 要 看 清 国 家 倡 导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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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柳青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

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我很幸运，

在人生最关键的时段，一群胸怀大爱的

解放军叔叔阿姨给我以疼爱呵护。

我出生在川西北大山深处一个叫高

堰乡的地方，曾经是一名留守儿童，因为

家庭原因，常年住在舅舅家。11 岁时，

我开始跟着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学历不

高，又缺少一技之长，只能靠打工挣钱来

养育我。母亲身体欠佳，我们母女二人

生活常常入不敷出。

2010 年我上初三了，尽管做梦都想

读书考大学，可望着家里的窘境，我开始

踌躇了。就在这时候，通过爱心机构和

学校老师的推荐，驻地解放军叔叔阿姨

与我“结亲”助学。

从那以后，每个月我都会准时收到

叔叔阿姨资助的生活费，每个学期他们

都会主动为我提供学杂费。高二的时候

母亲病重，家里负债累累，如果不是解放

军叔叔阿姨无私帮助，我很可能无法步

入高考考场，更不敢奢望有一天漫步在

大学校园。

受资助学生很容易产生学习成绩

不好的负疚感、受惠于人的自卑感，叔

叔阿姨在给我学业上帮助的同时，很懂

我的“小心思”。他们经常利用休息时

间与我交流，今天李叔叔，明天薛阿姨，

后天刘姐姐，每次联系总是不忘叮嘱：

“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尽力了就好！”

“我们能给你的帮助很有限，最该感谢

的是你舅舅一家。”“困难是暂时的，再

坚 持 几 年 ，等 你 工 作 了 一 切 都 会 好 起

来。”正是这样一些简单而暖心的话，让

我逐渐开朗起来。

2014 年 夏 天 ，我 如 愿 走 进 高 考 考

场，在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时期，叔叔阿

姨专门把我接到身边，结合我的个人兴

趣、家庭情况、未来发展等诸多实际，提

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一晃 12 年，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

到大学，从大学到研究生再到毕业参加

工作，山里女孩改变命运了！而这一切，

离不开亲人解放军的帮助和关爱。

爱出者爱返。今后，我会像解放军

叔叔阿姨一样，尽自己绵薄之力，帮更多

山里娃改变命运。

（作者系上海某高科技企业职员）

解放军和我“结亲”
■罗 玲

军地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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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5 月 12 日发生的汶川特大

地震，让川西北伤痕累累。其中，北川

羌族自治县受灾尤为严重，境内 71 所中

小学校园垮塌，5600 名中小学生分散安

置在临时受灾群众救助点。

“尽快让孩子们有学上，就是对灾

区恢复重建最大的支持。”军事科学院

驻四川某部在积极开展自救的同时，立

即联系当地教育部门，主动请缨为灾区

中小学搭建临时“帐篷学校”。

5月 20日晚，该部 180名博士、硕士与

战士们立即行动，紧急搭建 80顶帐篷。5

月 21日，震后第 9天，“帐篷学校”开学，北

川县430名师生成为灾区第一批复课的师

生。一时间，中外媒体纷纷予以关注。

至今，在该部一处训练场旁，仍矗

立着一块写有“八一帐篷学校（旧址）”

的纪念碑，它无声地讲述 14 年前那段刻

骨铭心的往事。

不只是救灾，与乡亲们一起向贫困

宣战，该部也在默默做着助学兴教的工

作——官兵们把这叫作“育人育心、浇

树浇根”。

“穷”就像绳索上的一个死结，长久

以来缠绕着川西北山区。官兵们深知，

打开山区的发展之门，只有教育才是管

根本、管长远的。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该部党委专门

下发《关于认真组织开展“1+1”结对助

学活动的通知》，并与北川羌族自治县

青片小学率先结成助学对子。30 多年

来，助学兴教的行动不断线，当地通口

小学、小坝小学、禹里小学、永安小学等

学校相继受益。

“以前小娃娃上不上学无所谓，反

正大一点就跟着大人出门打工。现在

不一样了，哪家有娃娃该上学了，部队

的同志比我们都清楚！”曾担任“帐篷学

校”副校长的李江感慨地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该部坚持扶贫与

扶智并重，在定点帮扶的北川羌族自治

县擂鼓镇郭牛村，官兵们在抓好产业帮

扶、就业帮扶的同时，启动实施一系列

文教帮扶计划。2018 年 6 月，郭牛村通

过国家验收，顺利脱贫“摘帽”。

产 业 扶 贫 强“ 筋 ”，智 力 扶 贫 壮

“骨”。官兵们的努力，让更多的“郭牛

村”文化教育面貌焕然一新。

救灾与脱贫有了盼头

“帐篷学校”的见证
启示一：帮 扶 ，

就 要 摸 清 群 众 需 要
什么

他是一位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青年

科技干部，因为拥有博士学位和不便透

露姓名的工作性质，受助中小学师生们

都喜欢称呼他“易博士”。

通往成都市金堂县福兴镇小学蜿

蜒曲折的山路，一头伸向大山深处，一

头连着外面的世界。从 2017 年开始，易

博 士 每 年 都 要 在 这 条 山 路 上 来 回 奔

波。作为福兴镇小学走出的唯一一名

博士，每次回忆起这个当初只有几间教

室的母校，他总是感慨万千。

易博士博士毕业后，相继拿出 20 多

万元积蓄，为这所乡村小学添置教学设

备、购买教学书籍。他思考最多的是，

如何让山里娃为志向而读书？

2018年 5月，易博士主动联系中国航

空学会，一场别开生面的“航空筑梦·国防

育人”科普活动走进福兴镇、金龙镇和赵家

镇等5所乡村小学。山里娃对航空知识科

普讲座、航模制作、微型飞行器表演和火箭

发射的浓厚兴趣，让专家们大吃一惊，大家

由此也更理解了易博士的良苦用心。

该部拥有一大批像易博士一样的

优秀科技人才。在部队党委统一部署

下，科技干部们发挥自身优势，走进山

区学校送教送学，在山里娃幼小的心灵

种下科技的种子。

该部机关干部李娴负责北川羌族

自治县通口镇小学结对助学工作，她连

续 4 年与战友们定期为山里娃开设“科

普讲堂”，从“十万个为什么”到“量子力

学”再到“宇宙奥秘”，每一课都讲得通

俗易懂，师生们听得津津有味，有时还

会邀请部分学生家长一起听讲。

“新年快乐！”那几年，逢年过节，该

部某基层单位的官兵总会收到一份来

自绵阳市三台县山区的祝福。发信人

叫罗玲，因家境贫困，常年跟着舅舅生

活。从 2010 年起，官兵开始集体资助并

跟踪辅导她的学业。2014 年，罗玲参加

高考后，被四川大学自动化专业录取。

大学毕业，她又考取中国科学院的硕士

研究生。去年，取得硕士学位的罗玲进

入上海市一家高科技企业工作。

30 年 间 ，在 一 茬 茬 官 兵 接 力 帮 扶

下 ，已 经 有 数 十 名 山 里 娃 相 继 走 出 大

山，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栋

梁之才。

30年接力帮扶不松劲

“科普讲堂”的魅力
启示二：帮 扶 ，

就 要 弄 清 自 己 擅 长
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