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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希望，穿越历史，辉映未来。

20 世纪 30 年代，老一辈革命家为了培养工农

子弟，选拔输送革命军事人才，创建了一批列宁

小学，播下了苏区教育的第一粒种子。时光流

转，列宁小学的光辉历程已录入《中国教育大辞

典》，其精神之光照亮了一代代山里孩子的成长

路。如今，社会各界支持老区教育热情如火，子

弟兵开展的一茬接一茬教育帮扶硕果满枝，在辽

阔的祖国大地上播撒着新的希望。

2006 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70 周年，解放

军和武警部队决定沿着长征路援建“八一爱民学

校”。起初拟定援建计划为 70 所，实际援建中，结

合地方需要，不少部队在原定援建任务的基础上

增加了援建数量，使援建学校达到 112 所。党的

十八大以来，全军部队贯彻习主席关于军队参加

和支援经济社会建设重要决策指示，继续增加

“八一爱民学校”援建数量，截至今年 3 月，已扩大

到 360 所。

数 量 的 变 化 折 射 出 子 弟 兵 的 深 厚 情 意 。

习主席指出，教育很重要，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抓

发展在根上还是要把教育抓好，不要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推动教育发展，人民子弟兵义不容

辞。近年来，各级像当年红军教老百姓学识字那

样，满腔热忱地支援着长征沿线革命老区、脱贫

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群众工作局、教育部发

展规划司 、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研究制定支持

“八一爱民学校”建设 20 条具体措施；教育部在校

址选定、教学资源优化等方面给予支持，将“八一

爱民学校”援建工作纳入 2022 年工作要点，推动

建立长效机制；不少受援学校所在地的省军区系

统，积极承担援建联系、质量监督任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从改善教学条件、推

动援建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到组织军地专家学者

和英模人物进行专题授课、开展军事体验活动，

再到援建学校与名校“手拉手”帮扶、举办军事夏

（冬）令营和军营一日等，人民军队重视青少年的

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关注他们成长中的点点滴

滴，在帮扶中培育他们的家国情怀，引导他们形

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春风育桃李，新芽竞粲然。如今，有不少得

益于教育帮扶走出大山的学生，回到家乡、反哺

桑梓；一批批在“八一爱民学校”成长成才的孩子

选择参军报国……受到帮助的青年学子纷纷将

个人的人生选择融入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国旗在飘扬，红星在闪耀，爱心的培育下

我们越长越高；珍惜好年华，不忘鱼水情，学好

本领让祖国为我自豪……”“六一”国际儿童节

前夕，“八一爱民学校”校歌《红飘带之歌》再次

在人民军队援建的各个学校响起，人民军队播

撒下的希望，托举着一个个孩子的梦想飞得更

高更远。

点亮乡村孩子成才梦想
■潘 娣

前不久，学生们收到了雷锋生前所在部

队—— 陆 军 第 79 集 团 军 某 旅 官 兵 的 来 信 和

儿童节礼物。他们开心不已，纷纷拿出纸和

笔，给大哥哥大姐姐们写起了回信。

信中，有的学生分享做好事的感想，有的

学生写下自己的烦心事。学生韦程足足写满 3

页信纸，在信中对官兵们的无私资助表达感

谢，也立下了长大后从军报国的志向。

2019 年，在该旅的援建下，这座有着 50 多

年历史的乡镇小学发生了巨大变化。

如今，老师们授课时可以用多媒体设备

播放影像资料，教室里还新换了双层玻璃窗，

琅琅读书声再也不会被附近高速公路的噪音

打断。

子弟兵的倾情援建，给我们这所“八一爱

民学校”带来的不仅是教学设施的更新完善，

还有教师力量的全面提升。

在部队的沟通联络下，我们与全国 30 多

所中小学校结成“手拉手”学校，建立教育资源

共享合作机制，创立了经验交流平台，邀请教

育专家对我校教师进行帮带指导。

育好种子广播四方
■辽宁省抚顺市清原满族自治县

“雷锋小学”副校长 陶凤伟

又到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山里的孩子

们最近学习生活得怎么样？和千里之外的贵

州省石阡县龙塘镇银锋村海军希望小学负责

人视频连线后，我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一个多月前，为庆祝人民海军成立 73 周

年，孩子们给单位寄来自己动手用玉米、红豆、

高粱等制作的立体画，还录制了为海军庆生的

小视频。充满海军元素的创意作品、满怀热爱

的深情眼神，让我和同事们深受触动。

位于西南深山里的石阡县，1998 年被评定

为革命老区，红军长征时曾两次过境并留下许

多战斗故事。所辖银锋村，受交通不便、经济

落后等因素影响，直到新世纪之初还不具备基

本办学条件，孩子们只能挤在一座始建于 100

多年前的东王庙里上课。

唐国政是土生土长的银锋村人，在该校任

教 36 年，他告诉我们：“过去，近 200 人的学校

仅有 3 间教室，冬天漏风、夏天漏雨。学生上

课要自带课桌椅，时常出现 3 个人挤 1 张长条

桌的情况。”

2001 年，好消息从北京传到 2000 余公里

外的银锋村。当年 2 月，按照上级统一部署，

研 究 院 派 代 表 前 往 银 锋 村 小 学 签 订 援 建 协

议。建校舍、修操场、添器具。那一年，银锋村

小学更名为“银锋村海军希望小学”，后来，与

龙塘镇小学一并纳入“八一爱民学校”名录。

“深山”传承红色血脉，“深蓝”点燃纯真梦

想。那梦想，是“走出大山、奔向世界”，是“好

好读书、报效国家”……

多年来，海军研究院几经调整，人员换了

一茬又一茬。然而，帮助大山孩子们勇敢追

梦、实现理想的使命，一直像一场持久的接力

赛，从未中断。研究院建立了常态援建机制，

在学校基础设施建设中嵌入海军精神、科研文

化特色元素，为山区孩子讲好强国故事、强军

故事、海军故事。

2016 年暑期，院里协调海军希望小学 16

名优秀学生代表第一次走出贵州，来到北京参

加暑期夏令营活动。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在天

安门广场、军事博物馆和海军研究院院史馆，

留下人生最为珍贵的回忆。那次活动，院机关

牵头组织“放飞梦想、走出大山”主题座谈，鼓

励孩子们树立远大理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2018 年，在研究院资助下，学校完成新一轮改

扩建，新食堂、宿舍等拔地而起。

在各级支持帮助下，海军希望小学教学

条 件 明 显 改 善 、教 学 质 量 稳 步 提 高 。 据 统

计 ，学 校 已 先 后 走 出 国 防 科 技 大 学 、空 军 航

空 大 学 、海 军 工 程 大 学 和 山 东 财 经 大 学 、贵

州大学等军地高校百余名毕业生，成为社会

栋梁之才。

研究院的定点援建，帮助一批批大山学子

播下梦想的种子，期待这些山海牵挂的学子，

积蓄向上生长的力量，迎来灿烂的绽放。

（周文基、周怀平、本报记者钱晓虎整理）

山海牵手梦想开花
■海军研究院政治工作处干事 王静怡

我的学校很特别，名字里带着“火箭军”3

个字，我们的校服也很特别，是带着火箭臂章

的迷彩校服，成为这里的一名学生，我感到温

暖与自豪，因为一直有一群同样穿着迷彩服的

解放军在关心我们高原孩子的成长。

学校位于青海省西宁市多巴镇，小学二年

级时，我们从距离多巴镇 10 多公里的老校区

搬到离家不远的新校区。走进高大的教学楼，

看到功能先进的多媒体讲台，还有图书馆、实

验室、音乐室、体育器材室等专业教室，大家赞

叹不停。老师告诉我们，这所“八一爱民学校”

是火箭军部队援建的。

前不久，学校邀请解放军哥哥刘明欢远程连

线，没想到他竟然是我们的学长。刘明欢哥哥

说，要不是当年有解放军的关心和资助，自己可

能还在高原放牛牧羊。他叮嘱我们，一定要勤奋

学习，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那次视频连线后，班里好多同学都说，长

大后也想成为一名解放军，让自己的照片也贴

在教学楼的“火箭军文化墙”上。

搬入新学校的第 2 年，我作为学生代表参

加了火箭军部队一年一度的捐赠仪式。站在

台上，性格内向的我多么渴望能对他们说一声

“谢谢”，可就是扭捏半天不敢走上前。

一位皮肤黝黑的叔叔注意到我，主动走到

我跟前，询问我的班级和名字，我紧张到不敢

直视他的双眼。叔叔问我：“国旗台前的那几

个字你记得吗？”我回答：“是爱国、爱党、爱军、

爱校。”叔叔向我竖起大拇指，笑着说：“你很

棒，以后要更勇敢，要继续加油！”叔叔的这句

话和他身上透出的军人独有的阳刚之气，顿时

让我心中充满力量。

我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好，从班级 30 多名

进步到第 1 名，还拿到了“火箭军丝路奖（助）

学金”。这是由对口帮扶的火箭军部队出资，

专门针对优等生和贫困生发放的，每年仅有

2%的学生能够拿到。有同学说我像是坐了火

箭般向上蹿。

我没告诉他们，我确实能感受到一种被火

箭托举的力量。在学校大门口，有一座一枚火

箭携着一支金色钢笔腾飞的雕塑。校长说，托

举我们这些高原孩子梦想腾飞的是火箭军官

兵，更是伟大的祖国，我们这些成长在幸福新

时代的少年，没有理由不努力奋飞。

我想说，很幸运穿上了这身温暖的迷彩校

服，未来也一定不负那一群温暖迷彩的期待。

（本报记者邹菲、特约记者岳小林整理，雷

伟秀协助采访）

不负期待追光前行
■ 火 箭 军 新 墩 希 望 小 学 六 年 级

三班学生 吉明珠

图图①①：：贵州省石阡县龙塘镇银锋村海军希望小学学生的创意作品贵州省石阡县龙塘镇银锋村海军希望小学学生的创意作品。。 周怀平周怀平摄摄

图图②②：：新疆库车市阿格乡康村新疆库车市阿格乡康村““八一爱民学校八一爱民学校””学生近距离触摸武器模型学生近距离触摸武器模型。。 董云杰董云杰摄摄

图图③③：：陆军第陆军第7979集团军某旅官兵在雷锋纪念馆为集团军某旅官兵在雷锋纪念馆为““雷锋小学雷锋小学””学生讲述雷锋故事学生讲述雷锋故事。。 姜自恬姜自恬摄摄

图图④④：：担任火箭军新墩希望小学课外辅导员的火箭军某部官兵与学生谈心担任火箭军新墩希望小学课外辅导员的火箭军某部官兵与学生谈心。。 岳小林岳小林摄摄

多年来，人民军队援建360所“八一爱民学校”，倾情呵护老少边穷地区青少年健康成长——

春风育桃李 新芽竞粲然

“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前不久，我回到“八一爱民学校”，旁听了一堂主题为

“说说我的梦想”交流课。在孩子们描绘的美好未来中，不

少人表示要参军当一名战士，还有小朋友说想当一名教

师、航天员。童言质朴却真诚，让我仿佛看到当年那个年

幼的自己。

2009 年，新疆军区某师官兵开始援建康村“八一爱民

学校”。在那之前，因为家境贫困，我和许多小伙伴一样一

度有过辍学的想法。解放军的到来让我们拥有了宽敞明

亮的教学楼，用上了种类齐全的设施器材，他们还资助我

们上学，让我们有了追梦的勇气。

在学校“国防教育基地”的正中央摆着一个铜像——

一位老人与解放军握手，旁边站着一位系着红领巾的小姑

娘。那个铜像女孩的原型就是我，我是“八一爱民学校”

的第一批学生。

我很庆幸，在我人生最重要的成长阶段，解放军伸出了

援助之手。我还记得爸爸带着我向解放军叔叔库尔班表

示谢意，他对我说：“我们会做你坚强的后盾，你只需要开

心快乐生活，刻苦努力学习知识。”那一刻，我心中产生一

股强大的安全感和紧迫感，我下定决心以后要当一名老

师，回到家乡教书育人，回报这份无私的真情大爱。

2015 年，我如愿考上了阿克苏教育学院学前教

育专业。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成为阿格乡中心幼

儿园的一名老师。

我经常给小朋友们讲解放军英勇战斗的故

事，希望把红色火种播撒在少年儿童心中，激励

他们树立爱国之情、报国之志。

2019 年 结 婚 后 ，我 又 一 次 要 离 开 康

村。面对搬迁后的工作选择，我毫不犹豫

地向新疆军区某师“雄师幼儿园”递交了

简历，并顺利通过笔试、面试等层层选

拔，成功入职。

在解放军的关爱中长大，我始

终认为，温暖是可以传递的，把

温 暖 他 人 的 火 种 传 递 下 去 就

是最好的报恩。我不会忘记

共产党和解放军的恩情，

会一直尽我所能温暖边

疆孩子们的成长路。

（胡 世 坚 、萨

妮娅整理）

传递温暖回报恩情
■新疆库车市阿格乡康村“八一爱民学校”

毕业生 努尔比古丽·尼亚孜

小学阶段，是孩子个性、品德、习惯形成的

关键时期。该旅官兵关注学生们的成长过程，

定期与学校共同开展“重温雷锋精神、讲述雷

锋故事”评比竞赛活动，组织师生参与富有特

色的国防教育活动。有的官兵还成为我校的

校外辅导员，定期来到学校，结合自身经历讲

雷锋故事，教同学们打军体拳，进行国防教育

和爱国主义教育。

多年来，学校先后组织近百名学生走进军

营，近距离感悟雷锋精神，深层次体验军营生

活。雷锋纪念馆里，孩子们认真地听着讲解，

小小的眼睛瞪得溜圆，生怕落下哪一个细节，

低年级的学生们踮着脚尖也要仔细看看展柜

里的藏品。

在该旅营区，学生轩轩第一次见到资助了

他 3 年的解放军哥哥 ，他连忙拿出了自己的

“雷锋日记”让哥哥看。这本日记记录了他在

生活中做过的每一件好事，也记录了他从功课

落后的少年成长为三好学生的蜕变历程。

如 今 ，学 生 们 走 进 校 门 ，第 一 件 事 就 是

向 教 学 楼 前 的 雷 锋 塑 像 敬 礼 问 好 ，这 是“ 雷

锋 小 学 ”一 道 独 特 的 风 景 ，期 望 他 们 能 做 雷

锋精神的种子，把雷锋精神广播在祖国的大

地上。

（姜自恬、付善柱、本报记者钱晓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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