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四川省乐山市马边彝族自治县的荣

丁中学，是一所寄宿制乡村中学，700多名在
校生却只有 40多位老师。上海中侨职业技术

大学外国语学院 19级西班牙语班杨思雨来
到了这里，成为了一名乡村教师，她想要给大

山里的孩子带去更多温暖和力量。
她的教育情结来源于曾任外国语学院

党支部书记的封晓莉老师。后者在工作中关

心、关爱学生于细微处，致力于学生成长成
才，以自己身边亲人的支教经历与感受感化

学生。杨思雨也想要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
自己一份力量的热情、信念与决心却越来越

强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杨思雨联系到了
四川省小凉山地区的教育部门，表达了自己

想要为教育事业奉献一份力量的想法。不
久，她便收到了来自四川乐山市马边彝族自

治县教育局的邀请函。
荣丁中学学生 80％是彝族学生，有的不

会写字，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这给初来乍到

的杨思雨带来不小的挑战。要想跟学生共同
成长，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语言的障碍。此外，

她发现学校大部分孩子是留守儿童甚至是孤
儿，家庭收入拮据。于是主动与中侨大学团委

联系，希望学校能够募捐一批棉服，让这里的
孩子不再感受寒冷。募捐的帖子发出后，中侨

师生一呼百应，纷纷慷慨解囊、奉献爱心。来

自母校师生的关爱不仅温暖了荣丁中学的学
生，也更加坚定杨思雨继续支教的决心。

一张床、一个随时都容易散架的衣柜、一
张破旧的桌子兼梳妆台是支教老师的住宿环

境。有朋友开玩笑说，“看你那里家徒四壁”，
杨思雨却坚定且骄傲地答复“斯是陋室，惟吾

德馨”。教育的情怀、榜样的力量影响了周围
的人，在得知杨思雨的从教经历后，身边同学

纷纷加入支教行列。
本报记者 易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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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次默默捐钱建桥修桥 复旦
学子见证四川贫困山村发生变化

一座桥一段情
11年初心未改

上海学子支教马边彝族自治县的乡村中学

克服语言障碍教大山孩子知识

本报讯 （记者 江跃中）由新民晚报社

等主办的第二届上海全民国防教育知识大赛
暨红色故事会决赛，明天下午将在上海市群众

艺术馆鸣锣开赛，全市入围决赛的 16支参赛
队，将进行最后的比拼，向冠军目标发起冲刺。

大赛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警备
区政治工作局、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指导，

上海市国防教育协会、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

新民晚报社、澎湃新闻主办，上海东体传媒有

限公司承办，上海市群众艺术馆协办。在此前

举办的初赛中，全市 14个区有 40支队伍参

加角逐，共有 16支入围决赛。
与初赛相比，决赛不仅有红色故事讲述，

还有现场的国防知识问答环节。两项总分将
决定最后的团体得分。据了解，红色故事讲述

环节会有 3位故事原型亲临现场：抗美援朝
击落敌机的战斗英雄、奋战抗疫一线的护士

长、有着三代红色基因的家庭代表，期待决赛

中选手们有更精彩的表现。决赛由澎湃新闻、

新民 App同步直播。

第二届上海全民国防教育知识大赛暨
红色故事会决赛明天举行

抗美援朝英雄到现场为选手鼓劲

■ 王麒淦和

漳腊村孩子们
在隆昌桥合影

信上说道，今年暑假，复旦大学 2019级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通信工程专业本科生王
麒淦捐出了自己全部奖学金，再次维修、维护

了漳腊村的隆昌桥。可贵的是，王麒淦 11年
来先后 3次默默为这座桥做了捐赠。而今，漳

腊村已经脱贫摘帽。这座桥，也见证了漳腊村
11年来从贫困山村到美丽乡村的全过程。

心 痛
村民过河经常滑倒

王麒淦与这座隆昌桥的情谊，早在 11年
前就开始了。

2010年一个周末，8岁的王麒淦与父母
一起去川主寺镇参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

念总碑”时，途经贫困地区漳腊村。

他看到一位妇女背着竹篓牵着小孩，蹚
水过河，河水很深，满是淤泥，妇人几次滑倒

又挣扎起身，“看到这位妇女拼命挣扎的样
子，我非常痛心。”当时，漳腊村村头河上没有

桥，村民过河种庄稼都是踩着河中鹅卵石或
者光脚蹚过河水，经常滑倒在河水中，或者陷

入淤泥里，非常危险。当时，王麒淦小朋友就

和父母商量，将自己的压岁钱和参加比赛被
选为广告代言人获得的收入总计 3000元现

金，全部交给漳腊村，为村里修一座方便村民

往来农耕的水泥桥。

“我们是高原地区，当时村里非常困难，
老百姓只能维持基本收入，修不起桥，有了这

座桥，老百姓种地干农活都方便了。”漳腊村
副书记兰中林说。

坚 持
每年放假探望乡亲

桥很快修建起来。可是，到了 2018年，由
于涨洪水、水泥桥被冲，加之淤泥常年堆积，

水泥桥塌陷到泥里，无法使用，村民们农耕的
路被阻断了。王麒淦又捐出奖学金，用于购买

钢筋水泥等材料。村民们出工出力，合力修建
了一座新的钢架桥。为了表达希望漳腊村早

日脱贫、走上富裕文明路的心愿，村民们给这

座桥取名“隆昌桥”。
自 2010年捐款建桥后，王麒淦每年寒暑

假都会回到漳腊村，看看桥，也看看那里的

人，这一坚持就是 11年。
为什么能坚持如此之久？王麒淦说：“其

实我之前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一想起他们
的样子，我的心就会非常痛。”回想起第一次

修桥的时候，有次村民请他去家里吃饭，“我
印象很深，他们能拿出家里最好的招待我的

东西，只是咸菜而已，当时有一些村民连食盐

都买不起。”
作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2010年前漳腊

村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村里的年轻人常年
外出务工，王麒淦每次回去都会看望那里的

留守老人和儿童。

欣 慰
交通畅了日子好了

11 年，稚童变为了复旦学子。改变的
不仅是王麒淦自己，还有摆脱贫困的漳

腊村。
往返漳腊村，30公里的路，过去要开上三

四个小时，如今只要 40分钟。11年间，王麒淦

感受到最大的改变，是交通。

“以前去漳腊村的时候，整个路程都是颠
簸的。现在一路可以开到村里，马路也变平

坦，村里的交通也便利了起来。”不仅如此，已
经完全脱贫的漳腊村，沿路村民的木质结构

土房子，也变成了水泥房。

一座隆昌桥，跨越了王麒淦成长的 11年，
也跨越了整个乡村从贫困走向富足的 11年。

王麒淦默默捐款十多年的事情，从没
和老师同学提起过。当听说有这样一封感

谢信时，大家感到惊讶，但又觉得是意料

之中的事：“乐观、开朗、热心，他是这样一个
优秀的同学。”

室友王君一说：“不奇怪，他平常就会做
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大二时，一次周五中午下

课，我有一点发烧，身体支撑不住，当时就是
王麒淦立刻借了电动车，带我回寝室休息，帮

我请假开药。”同一个寝室里，室友们经常彼

此打趣，大家会用名字的谐音起绰号。“他的
名字谐音，就叫‘淦大事’。”

本报记者 张炯强

近日，复旦大学党委收到一封来自四川省阿坝藏羌自治州松潘县
川主寺镇漳腊村的感谢信，信上说：“我们深深感谢复旦大学培养了有
家国情怀、‘立心为民’的好学生———王麒淦同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