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4年5月7日 星期三专版 5中青在线： WWW.CYOL.NET

十年，爱的传递
我们的故事要从徐本禹说起。
出身贫困的徐本禹， 成长过程得到

了很多好心人的帮助。 进入华中农业大
学后，他下定决心要传递这份爱心。2002
年7月， 徐本禹和同学赴贵州大方县猫场
镇狗吊岩村岩洞小学开展暑期社会实践。
狗吊岩村是乌蒙山区的一个信息封闭的

孤岛，不通公路、不通电话，孩子们是在岩
洞中用石头垒成的课桌上课。徐本禹被孩
子们渴望知识的眼神刺痛，队友们完成任
务后离开了，他又坚持了半个月。走的时
候， 孩子们硬把几个鸡蛋塞进他的背包
里，他们擦着眼泪，不停地问：“徐老师，你
还会回来吗？” 徐本禹流着泪， 庄重地给
孩子们承诺:“毕业后我一定回来”。

2003年3月，徐本禹考取了本校硕士
研究生，但他觉得，无论付出多大代价，
都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于是作出了让所
有人大吃一惊的决定：放弃读研的机会，
回到山区继续支教。 学校决定破例为他
保留研究生入学资格， 并为他提供经济
资助。因为一句承诺，徐本禹独自在贵州

省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为民小学、 大水
乡华农大石希望小学支教两年。

2004年， 学校彭光芒教授和范敬群老
师去当地考察。回校后，彭光芒教授抑制不
住内心的感动，以“南湖居士”的网名，在网
上以纪实图文发了 《两所乡村小学和一个
支教者》的帖子。帖子在数小时内就因跟帖
数量过多而导致服务器堵塞。很多网友在回
帖和邮件中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意愿：因为徐
本禹的故事而感动，因为感动而行动。

2004年， 徐本禹被评为中央电视台感
动中国人物。2005年由华中农业大学捐建
的华农大石希望小学新校舍落成。“六一”
国际儿童节那天， 孩子们搬进了崭新的教
室，校园成了最快乐的地方。

此后，学校决定每年在应届毕业生中招
募优秀志愿者继续支教活动。10年的爱心接
力，已经有66名研究生志愿者参与其中。

支教的那一年，我们爬过最多的山，摔
过最多的跤，吃过最多的土豆，喝过最多的
酸汤。但是最难熬的日子还是在冬天。山区
天冷，还经常有冻雨，我的10个手指冻了个

遍，又疼又痒，常常彻夜难眠。医生说右手
小拇指二级重度冻伤，再晚一点可能要坏
死截掉。 妈妈抚摸着我长满冻疮的手指，
泪流满面。我当时也想哭 ，但最后还是强
忍着对妈妈说 ，没事 。我跟妈妈讲 ，那一
年 ，我收到了最难忘的礼物 。山里孩子腼
腆，不会大声说我爱你，却会用行动表达
他们的心意。当我们手中突然被塞进一两
个鸡蛋或者一块芝麻饼干，还没来得及看
清是谁时 ，孩子们就跑开了 。在教师节或
是某一天清晨，宿舍的窗外会被摆放上几
束野花，幸福就这么突然地涌上来。

那一年， 我读懂了成长。 在我支教期
间，华农的学生李满营被确诊为白血病。消
息传到小学， 孩子们把这位远在武汉的大
哥哥当作自己的亲人，纷纷画画、写信送上
自己的祝福。知道治病需要花很多钱，三年
级的严洁， 每天放学后跟着妈妈上山挖药
材， 卖了5块钱， 同班的王春兰卖了4个鸡
蛋，凑了两块钱。一枚枚硬币，一张张被攥
得皱巴巴的纸币，汇集起来，送到武汉。孩
子们用一颗颗真诚善良的心，学会爱，传递

爱。是爱，让他们成长。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一重重变化正

在大山中悄然发生。
大石小学当年的破木楼已经被新教学

楼取代，学校里有了爱心食堂、爱心书屋、
多媒体设备。在团中央“关爱农民工子女行
动”项目支持下，有了“七彩小屋”。有些孩
子去过武汉、 来过北京。200多名当地教师
走出大山到武汉交流学习。

所有变化中， 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人
的变化。10年前，孩子们的表情刺痛了我们
的眼睛。今天，孩子们的笑脸像阳光一样灿
烂。更令人欣喜的是，大石小学毕业生中有
7人考上大学，其中一位也来到了我们的现
场，她就是康胜美同学。

当年孤独的支教者如今已发展为一个

成建制的爱心组织， 它有一个骄傲的名字，
“本禹志愿服务队”。服务队里有研究生支教
团、红杜鹃爱心社等一批团队，队员1200多
人。他们以各种形式，开展公益服务活动。

这是一个爱心传递的感人故事， 故事
没有终点。我们看到，一批又一批的“徐本
禹”，正为梦想，为青春，感动而行动，坚持
与祖国同行，为人民奉献！

（丁洁，“西部计划” 研究生支教团志愿
者、现华中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辅导员。）

感谢有你
我来自贵州省大方县一个贫穷的农

村家庭，现在是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大
三学生。在我6岁上小学一年级时，已经开
始独立承担家务。有一次，我在洗碗的时
候， 不小心把一锅开水全洒在了身上，留
下了很多疤痕，从此我心里一直很自卑。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 姐姐考上了初
中。家里实在负担不起，爸爸妈妈想让姐
姐退学， 看着姐姐蹲在角落里偷偷地哭
泣，我忍着泪水对妈妈说：“妈妈，让姐姐
先去读，我还小，以后还有机会。”

第二年，11岁的我到了贵阳打工，给
别人卖臭豆腐。体重不足60斤的我，每天
挑着30多斤的担子上街叫卖。 每个月有
100块钱的工资，我舍不得花，全部攒起
来寄给了家里。

一年后，我回到学校继续读书。爸爸
把我转到了徐本禹老师支教的那个学

校，正好上徐老师教的五年级。徐老师得
知我是打工后回去上学的， 怕我基础差
跟不上， 经常给我补课。 他还常常开导
我，不要因身上的疤痕而自卑，我心里充
满了对徐老师的感激。徐老师生日那天，
我很想向徐老师表达我的心意， 但是身
上没有一分钱。最后，我偷偷跑到小店，
赊了一个两元的蛋糕，送给徐老师。徐老
师却含着泪把蛋糕分给了同学们吃。

每次上课， 看到讲台上徐老师消瘦
的背影，过着那么辛苦的生活，还努力地
想把知识都教给我们， 我就默默地对着
大山发誓，一定要好好读书，走出大山，
将来像老师那样去帮助他人。

农历6月19日那天，我和村里的同学
早早地去学校补课， 可徐老师很晚都没
来教室。 正准备出去找时， 一辆车开进
了学校。 徐老师双眼通红地从车上走下
来， 他从背包里拿出笔和纸， 低着头，
蹲下写了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递给我
说 “以后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或打电
话， 千万不要再放弃上学。” 听到老师
有些颤抖的声音，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
攥紧双手， 鼻子一酸， 眼泪夺眶而出。
徐老师又从口袋里掏出200块钱， 塞在我
兜里说： “我答应给你免学费的， 钱你
拿着， 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这时同学、 村民们都聚集到了学校
门口，很多人躲在一边哭出了声音。徐老
师没有说话，两眼红肿，默默地转身进了
车里。我们跟在车子后面，一路上追着哭

着。看着车子消失在远处，那一刻，我心里
像被抽空了一样，一下失去了依靠。

徐老师走后， 我们班从原来的46名同
学减少到11名， 我谨记老师的话， 继续上
学，而且更加刻苦。那年我以全村第一名的
成绩考上初中。

这一别就是6年，徐老师又去了更穷的
大水乡、非洲支教，而我开始上初中。在这
期间，他托其他志愿者一直关心着我。后来
我考上市重点高中———毕节民族中学，徐
老师每学期都给我寄500块钱的学费，常常
给我打电话或者写信，帮我排忧解难。高二
时，徐老师还去学校看我，问我想考哪个大
学，我笑着对老师说：我要考你的母校———
华中农业大学。

高三那年，妈妈被查出癌症晚期，医生
说妈妈只有3个月的时间时，我觉得世界瞬
间崩塌了。我跑到医院楼顶，双膝跪地，哭
着拨通了徐老师的电话， 电话里的徐老师
也在抽泣，他安慰我说：“好好照顾你妈妈，
勇敢地去面对生活。”徐老师又请本禹服务
队的志愿者给我妈妈寄去1000块钱买补
品。 我牢记徐老师的话，一边认真准备高
考， 一边带着母亲四处寻医。 高考后， 在
妈妈最后一个月的日子里， 我日日夜夜守
在病床边。 可是无论我多么努力， 妈妈最
后还是走了。 妈妈下葬后， 我想弃学去打
工， 本禹老师坚持要我读大学， 并鼓励我
填报武汉的学校， 说好有个照应。 后来，
我考入了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在我为学费
发愁时， 他又拿出5000块钱给我。 去年8
月， 徐老师担心我脖子的疤痕影响以后的
工作和生活， 又联系社会好心人士替我做
了免费修复。

一直以来， 徐本禹和徐本禹们给予了
我太多的帮助。上大学了，我觉得我应该兑
现诺言、回馈社会。我加入了本禹志愿服务
队，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在周末和
同学一起去盲校、去福利院，看望老人，陪
瘫痪的大姐学英语。2012年7月， 我申请参
加了贵州支教团， 我把戴着耳钉的叛逆男
孩、穿着暴露的无知女孩拉回了课堂；我像
本禹老师一样挨家做家访， 我用自己的经
历告诉他们读书有多重要。

我的生命因为徐本禹老师变得丰富和

美好， 我希望我有能力让更多的生命因为
我而美好！

（康胜美，“本禹志愿服务队”贵州受助
学生代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大三学生。）

我眼中的本禹和本禹们
我和徐本禹，及支教团的这份情谊，

开始于10年前冬夜的采访。
2004年12月25日晚， 华中农业大学

一间教室的讲台上， 一个瘦瘦的男生默
默站了很长时间。台下，座无虚席。

“我很孤独，很寂寞，内心十分无助和
痛苦， 我感到自己快坚持不住了……”半
晌，他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自己的报告。

和所有人一样，我睁大了眼睛。我以
为，支教志愿者从贵州回来作报告，应该
是豪迈而富有激情的。

那个夜晚， 所有人都在一次一次默
默流泪。

我的取景框，也是一片模糊。
我拍摄的照片，获得当年的中国新闻

奖。但在心里，始终有一份牵挂。或者说，这
份牵挂是因为一丝不安。我常问自己，如果
不是本禹，这张照片还能获奖么？

在我内心，深藏着一个愿望：到贵州
大山去，看看那里的孩子，朴实的乡亲，
还有默默奉献的志愿者。

2012年初夏，我终于走进大山深处。
和第六届支教团在一起生活了20天，

是我人生当中最为难忘的经历。在这里，我
看他们上课，随他们去家访。环境是如此的
恶劣，志愿者们却是那么的乐观。

当地村民对志愿者们的强烈需要和尊

敬，深深打动了我。在那里，我见证了志愿
者罗欢和贫困孩子杨杰认兄妹的故事。

六年级的苗族小女孩杨杰， 唯一的哥
哥因交通意外去世。按当地风俗，杨杰要在
外面认一个亲人，以保佑平安。

杨杰的家人想起了罗欢老师。 因为在
学校， 善良的罗欢总是从自己的伙食里打
出一份白米饭给杨杰， 上课的时候鼓励她
发言，要她将来一定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面对请求，罗欢爽快答应了。
6月24日上午， 罗欢走进杨杰的家，轻

轻拉过小杨杰，按风俗给她系上一根红绳。
83岁的爷爷坐在角落里， 默默抽着旱

烟，泪水在眼眶打转。
那天中午， 罗欢和杨杰并肩坐在家门

口。看着对面的大山，罗欢说，以后，我就是
你大哥。

一年时间很短，但是，每一位志愿者都
在用这一年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
也正是这种全身心的付出， 才有了离别时
刻的依依不舍。

7月7日早晨， 拍摄志愿者和学生告别
的场景。我经历过太多离别，唯有这一次，
让我心痛得无法呼吸。

当第一缕阳光从山头洒进本禹希望小

学，志愿者最难受的一天，开始了。
操场中间，篝火燃尽成灰，给丁文娜送

别的孩子们整夜未眠。回忆，一遍遍回忆，
文娜告别的话刚出口，已然哽咽。

二楼五年级，教室门紧闭。全班孩子端
坐着，静得听不到一点声音。一个，一个，刘
小庆温情的目光，逐一滑过，仿佛要把他们
刻进记忆最深处。孩子们轻轻唱起离别歌，
小庆微笑着，眼含泪水。

“一会儿车来了，我下去，你们都坐着，
不要动！”小庆紧咬嘴唇说。

有孩子开始轻轻抽泣， 小庆突然捂住脸。
渐渐地，更多同学将头埋进书桌，呜咽声一片。

“好了 ，不要哭了 。我们笑着告别 ，好
么？”小庆擦去泪，站在讲台旁。“来，谁和我
拥抱一下？”

突然，黄婷洁站起身，哭着扑进老师怀
里，小庆再也控制不住，泪落成行。

这是我一生中看到的最美、 最心酸的
离别。

一年支教， 不仅仅是给孩子们带去知
识和欢乐，对志愿者，这一年的磨练，让他
们成熟、开朗、快乐、更加自信。周磊、丁洁、
俞芳、葛俊……10年，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
名字，一张张笑脸从我的镜头里滑过。我明
白，从此我与这个集体将不再分离。

10年，“我已习惯把学校看成麦田。那
无际的风 ，刮得麦子上下翻腾 ，青青一片
犹如绿海。” 一名志愿者描绘了所有志愿
者心中永恒的画面。我知道，这10年，是一
种诗意的平凡 ，孕育了感动和希望 。他们
平凡的每一天，正是新一代大学生为祖国
甘于奉献可贵精神的呈现。也正是这种精
神，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希望。

（田悦，媒体见证人、《湖北日报》视觉
新闻中心记者。）

我的牵挂

1999年， 我从山东一个贫穷的农民
家庭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在大学里，有一
件事情对我产生了很深的影响：1999年
的初冬， 同学胡源的母亲来学校看望他
时, 看到我身上只穿着一件很单薄的军
训服， 就把原本送给胡源的衣服送给了
我。 “别人帮了自己，自己理应为别人做点
啥”。基于这样的想法，我在学校里做过义
务投递员，在食堂里收拾过餐具、在草坪
上捡过垃圾。那时，我心里很快乐，一种给
别人带来方便的快乐。 正是这种快乐，让
自己渐渐走上了志愿服务的道路。

2002年暑假，我与4名志愿者来到贵
州省大方县猫场镇狗吊岩村岩洞小学支

教23天。回到学校后，一直牵挂着那边的
孩子们。 2003年7月，我考上研究生，经过
再三考虑，我决定放弃读研的机会，重返
贵州支教。 我的母校给予了我最大的支
持，为我保留了入学资格。 重返贵州后，
我先到岩洞小学支教一年， 接着来到条
件更加艰苦的大方县大水乡大石村大石

小学支教一年。
刚到岩洞小学支教的时候， 由于孤

单寂寞，我曾经有两次从睡梦中醒来，泪
水打湿了枕巾； 由于不习惯天天吃玉米
饭、酸汤和辣椒，我还得了严重的胃病。
在大石小学支教期间， 为了领取好心人
捐赠的物品， 我经常行走在大石小学到
大水乡的那条28里山路上, 一星期要走
五六次,来回一次要走3个小时。 有一次，
我竟一边走，一边打起了瞌睡。

支教期间，虽然生活过得艰辛，但我收
获了许多感动和幸福的泪水。我要结束支教
的时候，学生王敏哭着唱了我最喜欢的那首
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 那一刻，我泪流
满面,因为感动,更因为不舍。

带着这份牵挂与不舍，后来,我先后20
多次去贵州看望那里的孩子们。每次去，我
都尽可能地再走一遍那条28里山路， 因为
那条路给了我成长的磨砺。

两年的贵州支教， 让我懂得了以一颗
感恩之心对待他人。2002年暑假，我们结束
在岩洞小学的支教，走的时候，学生雷来福
的妈妈特地给我们送来了50个鸡蛋。 不管
我们怎样拒绝， 雷来福的妈妈还是把鸡蛋
硬塞给了我们。后来，我在雷来福写的作文
中得知， 这50个鸡蛋是雷来福的妈妈挨门
挨户向邻居家借来的。 我把这份感动珍藏
在了心底，一直到现在。

2008年，我走上了共青团的工作岗位。
起初，我内心充满着困惑，困惑的是，不能
像原来那样拿出更多的时间从事自己喜爱

的志愿服务工作。 后来，我渐渐地体悟到，
把志愿精神融入到本职工作中来， 这何尝
不是一种志愿服务呢？ 工作中遇到困难的
时候，和贵州支教时的艰辛比一比，怕啥；
工作加班的时候， 和贵州支教时边打瞌睡
边走山路比一比， 累啥； 爱人孩子不在身
边，和贵州支教时的孤独寂寞比一比，那算
点啥。有一天深夜，我办公室里的两根灯管
同时熄了火。 那一晚，听着外面的风雨声，
我想起了我的爱人和孩子。 想起她怀孕期
间绝大多数时间都在老家， 想起小孩生下
来的第二天我才来到她的身边， 我心存愧
疚，更多了一份牵挂。

现在，志愿服务成了我最好的“生活伴
侣”。 周末，我会和“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小
伙伴一起走进福利院、走进盲校。特别是在
盲校，当我们听着孩子们用心唱出的歌声，
我们的内心仿佛宁静了许多， 泪水经常模
糊我们的双眼。 与其说，我们来帮助他们，
还不如说是他们教会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

来面对生活。
有人经常问我，“志愿服务给你带来了

什么？ ”我说，参与志愿服务让自己成为了
一个富有的人。在贵州支教期间，我认识了
我的爱人。与此同时，在参与志愿服务过程
中的那些感动和挂念， 都是值得自己一辈
子去珍藏的精神财富。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自己参与志愿服

务的感受和体会，那就是：把奉献当成一种
生活态度、把艰辛当成一种生活磨砺、把志
愿服务当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还需加油！
还需奋进！ 我们永远在路上。

我是你的眼
2004年，我刚上初中，含着泪看完了

“感动中国”的颁奖典礼，从电视上第一
次知道了本禹大哥， 也第一次有了去做
志愿者的冲动。2010年，我考进华中农业
大学，并加入了本禹志愿服务队，如愿成
为了一名光荣的志愿者。

3年多的大学时光，我绝大多数课余
时间， 一直与服务队的伙伴们奔走在武
汉的盲校、聋哑学校、养老院和贵州山区
的小学。

2010年12月9日，是我永远无法忘怀
的一天。这一天，我第一次随本禹志愿服
务队走进了武汉市盲校。2006年以来，每
周， 本禹志愿服务队的志愿者都会去武
汉市盲校，陪伴那里的小朋友。尽管有所
准备， 与他们接触还是给了我完全不一
样的感觉。他们欢乐阳光，能跑能跳，会
使用手机，仿佛就是健康的孩子。志愿活
动很快结束了， 但是孩子们却不放我们
走，非拉着去盲校的操场坐坐。拉着我的

手是两个男孩， 一个叫刘子炀， 一个叫王
可，他们你一句我一句的问我，你的家是哪
里的？你有什么爱好？在即将离开时，刘子
炀突然把我拉到一边， 紧紧抓住我的胳膊
问：“哥哥你以后还会来吗？”我顿时明白了，
他们欢笑背后隐藏着深深的孤单，需要人陪
伴，我有一种强烈地被需要的感觉。但我怕
不能实现承诺伤人， 没敢明确地回答他，只
是说：“哥哥有时间一定会过来。” 心里却暗
暗地给了自己一个承诺：一定要坚持下去。

到盲校做志愿者并不简单， 需要进行
细致专业的培训， 其中对盲童心理的把握
最关键。与他们交往，最大的禁忌就是不要
随意用任何与眼睛相关的词语。 一个星期
天的下午， 我们3个人坐在四年级教室里，
我和刘子炀做着手工， 王可在练习吹葫芦
丝，吹的是《月光下的凤尾竹》，陶醉之中，我
问了一个至今仍有些后悔的问题：“你们觉得
月光下的凤尾竹美不美呀？” 他们笑着对我
说：“我们都不知道月光是什么颜色。”他们没

有生气， 反而主动谈起了有关自己眼睛的故
事。 他们平静地娓娓道来， 我却听得泪流满
面。这眼泪一则是因为触及内心的信任，他们
不再把我当作陌生人， 而是一个内心可以信
任的亲人。二则是因为不幸的命运，两个男孩
的失明都是后天人为因素， 都有一段悲情的
故事。情绪平复后，我坚定地对他们说：“哥哥
以后做你们的眼睛，带你们看世界。”

我希望自己这双眼睛， 能够带领两个
小男孩穿越拥挤的人潮、领略四季的变换、
阅读月光的颜色。3年半里， 我陪着刘子炀
和王可在盲校的操场上走了一圈又一圈，
听他们一遍遍讲述小朋友们的幸福瞬间；带
他们去华中农大的油菜花田，让他们感知了
大学校园的多彩春天；陪他们去江滩放飞他
们向往多年的风筝，一起为他们升空的风筝
大声呐喊； 陪他们听过他们每天必听的评
书，一起为故事人物的命运嗟叹……

在我眼里，他们就是正常的小孩，会哭
会笑，会吵会闹，我充当的，是一个哥哥的

角色， 能够每周带给他们一个充满阳光的
下午， 帮他们暂时驱散孤独。 更多的时间
里，我既是他们的眼睛，也是他们的一个平
等的陪伴者， 一个值得信任可以倾诉的对
象。他们就是我们的亲人。每次去盲校，服务
队的每个成员都很快乐。 因为一周过去了，
终于可以见见亲人，感受到团聚的温暖。

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做的，不过是
用一颗纯粹的心，去做一件件力所能及的小
事。每日、每周、每月、每年，聚沙成塔，我们
把坚持变成一种习惯，把习惯变成一种生活
方式。从本禹大哥开始，一届一届的传承，无
数的志愿者加入到这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
我们没有轰轰烈烈的过程，没有声势浩大的
场面，有的只是平凡中的坚持与陪伴。

志愿者们经常会有共同的感悟： 我们
付出的太少，得到的回馈却太多。3年多来，
我的最大感受是， 在那些我们帮助的人身
上， 我看到了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敬畏和尊
重，学到了勇气和坚韧，学会了如何去认识
这个世界。

（刘浩，中国青年志愿者助残 “阳光行
动” 志愿者代表、 “本禹志愿服务队” 红
杜鹃爱心社社长。）

徐本禹， 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获得者 、 2004年央视感动
中国年度人物， 现团湖北省委
学校部部长

本禹志愿服务队员在盲校关爱盲童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12月5日给华中农业大学 “本禹志愿服务队” 和今年五四青年节前夕给河北保定学院
西部支教毕业生群体代表的回信精神， 纪念五四运动95周年， 中央文明办、 共青团中央、 教育部、 中共湖北省委共同主办了
“青年志愿者之歌———本禹志愿服务队先进事迹报告会”， 首场报告会于5月5日在清华大学大礼堂举行。 现刊发5位报告团成员
发言内容摘要。

我们永远在路上
青年志愿者之歌———本禹志愿服务队事迹报告会发言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