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脱口秀演员琪琪（音译）在北京某商场表演。网络综艺节目《脱口秀大会》系列广受欢迎，国内

观众对脱口秀的兴趣增加，一批年轻的女性脱口秀演员闯入了这个以前被男性主导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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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文凌

张子权从不公开露面，当他终于公开

露面的时候，却只是一张黑白遗像：脸盘微

圆，浓眉，大眼，神情严肃。

2020 年 12 月 18 日 ，张 子 权 的 骨 灰 从

江苏徐州市被送回云南临沧市。身着警服

的战友们在临沧机场列队迎接战友回家。

哥哥把党旗包裹的骨灰盒抱在怀里，弟弟

年轻的生命停在 36 岁。

12 月 15 日 晚 11 时 许 ，与 专 案 组 一 起

到安徽宿州开展案件侦办工作的张子权，

因劳累过度突发疾病丧失意识，经医院全

力抢救无效，不幸去世。此前两小时，他还

在和当地的民警研究案情。

70 余 岁 的 母 亲 彭 太 珍 难 以 抑 制 内 心

的伤痛。26 年前，丈夫张从顺也是外出办

案，“去了就再也没有回来”。彭太珍至今记

得，张从顺那天穿着一条灰色裤子，离开家

前 递 了 10 块 钱 给 她 ，讲 的 最 后 一 句 话 是

“想吃饺子，去买点灰面。”这一次，儿子外

出办案，什么也没跟她说。她习惯了儿子工

作的特殊性。但儿子和丈夫一样，去了就再

也没有回来。

张子权是云南临沧市公安局禁毒支队

四级警长，他的两个哥哥也是警察。兄弟 3
人加入警队，都因为父亲张从顺——一位

牺牲了 26 年的公安民警。

1994 年 8 月 31 日下午，正在热水河村

查处赌博案件的军弄乡派出所所长张从顺

收到情报，两名毒贩当晚将携带毒品从缅

甸入境。他们分析，位于中缅边境的轩岗村

的吊桥是毒贩的必经之路，必须在那里将

他们截住，毒贩一旦进入山高水险的莽莽

丛林，就像雨水落入大海，很难觅其行踪。

根据情报，两名毒贩随身带有手榴弹。

时间紧迫，张从顺向镇康县公安局报告并

要求协助抓捕后，立即带领干警赶到轩岗

村吊桥桥头埋伏起来。与此同时，县公安局

干警们从县城驱车赶来。双方汇合之后，张

从顺简要报告了案情，指出抓捕的重点是

缅籍毒贩刘从柱。

夜色漆黑，天上下着小雨。干警们在潮

湿的杂草丛里忍受着蚊虫、蚂蝗的叮咬，又

痛又痒。

凌晨 1 时 20 分，两个黑影在黑夜中出

现，竹桥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当毒贩进入

伏击圈时，一名干警猛然冲出，箍住刘从柱

的腰和手臂，将他掀翻在地。其他干警相继

跃出扑向刘从柱。手榴弹如惊雷一般在耳

边炸响，一片人倒在地上，有人面部和手臂

受伤，有人头部和胸部受伤，张从顺的小腿

被炸坏，不能站起来。

爆炸声惊动了周围的村民，他们纷纷

赶了过来，用手扶拖拉机分 3 批把他们送

到医院抢救。此时的张从顺眼睛已经什么

都看不见了，腿上血流如注，战友们要先

送他走，他却说:“你们不要管我，我没

有事，快去抢救其他同志。”他是最后一

批被送往医院的。最终失血过多身体慢慢

僵硬。

与缅甸“金三角”毗邻的临沧，是滇西

南边境地区通往内地的主要通道。毒贩们

利用这里山水相连的天然便道，将毒品从

境外贩运到中国国内。他们昼伏夜行、绕关

避卡、人困马乏、心力交瘁，眼看过了边境，

就有无数通道可以将毒品出手，这时，他们

会变得杀气腾腾，拼命冲卡，武装冲突屡屡

发生。有干警后来回忆，刘从柱把手榴弹放

在 腹 部，手 指 套 着 引 线 ，当 他 被 按 倒 在 地

时，引爆了手榴弹。

这起特大武装贩毒案，缴获鸦片 19.33
千 克 ，手 榴 弹 1 枚 ，匕 首 1 把 。抓 获 毒 犯 1

名，1 名毒犯引爆自毙。

在这场战斗中，45 岁的张从顺和 41 岁

王世洲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分别被公安

部追授二级英模称号，被云南省人民政府追

认为革命烈士。云南省公安厅给其他参与执

行任务的几名干警记一等功和二等功。

送别两位英雄的那天，闻讯而来的老

百姓把追悼会现场挤得水泄不通，送葬队

伍长达数公里。

“尽管每一个缉毒干警都知道，每次伏

击堵卡都可能面临生命危险，但每一次执

行任务时，他们都奋不顾身。”如今已经两

鬓斑白的干警鲁玉军回忆起 26 年前的那

场战斗，仍然心痛。他说，按照当地习俗，人

下葬之前要打开棺材看一眼，但他没有看，

“我不想看，无法面对”。

1994 年 9 月 1 日，是开学的日子。正在

参加开学典礼的张子权兄弟被老师叫了出

来，汽车将他们送到县城医院。在父亲冰冷

的遗体前，3 个孩子泣不成声。

张从顺是 1982 年 7 月到军弄乡派出所

工作的。多年来，他和当地村民建立了鱼

水般的感情。边境线上的密林大山为毒贩

提供了掩护，人民禁毒战争不仅需要缉毒

干 警 ， 也 需 要 当 地 民 众 。 作 为 乡 党 委 委

员，在他的倡导和推动下，军弄乡发展了

橡胶、柚木等经济林木；作为警察，无论

白天夜晚，一有案情他就立即出动。他曾

经追寻 20 多公里，连夜将农户被盗的耕

牛找回来。他的父母都是农民，他深知失

去耕牛，农民就失去了劳动工具；下乡办

案，得知一家农户无钱买籽种，他拿出身

上仅有的 60 元给了农户。

实际上，张从顺一家的生活十分清苦，

妻子没有工作，偶尔找一些临时工做。除了

3 个孩子，还有一位 70 多岁的母亲。全家的

生活都靠他的工资。他们一家人挤住在派

出所的宿舍里，屋里只有铺着草席的木床、

几床棉被、简易的桌凳、一只木箱。“爹爹对

我们很严厉，但只要到县城出差，就会买好

吃的。”儿子说有一次父亲带回一个西瓜，

那个甜味至今都难忘。

张从顺牺牲时，妻子彭太珍“深深地记

住了那条全是血的灰裤子”；而王世洲的妻

子朱绍兰心疼的是，王世洲走时，家里连件

合适的衣服都找不到。

王世洲是 1993 年 6 月调到县公安局缉

毒队工作的。他说，“危险的工作总要有

人干”。他牺牲前的一年零三个月里，出

差达 471 天，参与破获贩毒案件 11 起，和

同事们一起抓获毒犯 24 名，缴获精制毒

品 157.88 公 斤 ， 鸦 片 19.3 公 斤 ， 毒 资 50
多万元。

王世洲的妻子朱绍兰没有工作，家里

两个孩子和 84 岁的母亲都靠他的工资生

活，一个月只能吃上两次肉。单位领导曾多

次提出让他写困难补助申请，他说“还过得

去，不用了”。除了制服，他甚至没有一套好

一点的衣服。牺牲那天，他对朱绍兰说：“好

长时间没吃鸡了，买一只鸡来让全家改善

改善生活。”朱绍兰去买了一只鸡，她不会

杀鸡，只有等王世洲下班回来杀。但是，王

世洲再也没能回家。

“爹爹牺牲后，我们就萌发了当警察的

意愿。”张子权的哥哥说，“从第一天穿上警

服起，我们就发誓做爹爹那样的警察。”

在鲁玉军看来，三兄弟身上都有张从

顺的影子，不屈不挠，踏实做事。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为了家人的安全，

张子权很少和家人一起上街或公开露面。

常常出差去一次就是十天半个月。在禁毒

一线、在打击跨境赌博专项行动和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中，张子权先后 20 余次到边境

参与执行任务，与同事一起破获 100 余起

毒品案件，28 起跨境赌博刑事案件、90 起

刑事案件。在他因公牺牲前，还连续 17
天 在 边 境 一 线 参 战 ， 先 后 从 临 沧 辗 转 昆

明、安徽合肥、阜阳、宿州等地，抓获 6
名犯罪嫌疑人。多年来，他多次被评为优

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公务员，3 次被嘉奖，2
次荣立三等功。

三兄弟中，张子权的工作最让彭太珍

担心。张子权生前曾对朋友说：“我母亲把

好多东西都藏在心里，就算她知道有危险，

也不说出来。”

2020 年清明节，张子权三兄弟和母亲

一起去给父亲扫墓。彭太珍抚摸着石碑上

张从顺的名字，说：“你不用担心我的余生

了，3 个儿子都继承了你的事业，他们喜欢

这份工作就去做吧。”

身着警服的三兄弟，用战友的方式在

张从顺墓前敬礼。这成为了张子权最后一

次向父亲敬礼。

据云南省公安厅发布的数据，作为我

国禁毒斗争的第一战场和第一防线，云南

30 多年来，共有 50 多位民警牺牲，300 多位

民 警 负 伤 ；2005 年 8 月 25 日 ，临 沧 市 公 安

局禁毒支队被国务院首个授予“模范禁毒

支队”荣誉称号；2017 年，西双版纳州公安

局禁毒支队也获此殊荣。

30 余年来，一代又一代云南公安禁毒

民 警 用 汗 水、智 慧、担 当 将 毒 品 堵 在 国 门

外、截在边境线，缴

获毒品数量连续多

年 位 居 全 国 第 一 。

其中，2019 年，云南

共破获毒品违法犯

罪案件 1.5 万余起，

缴 获 毒 品 31.4 吨 ，

为我国禁毒事业作

出了突出贡献。

26年，父子两代牺牲在禁毒一线

□ 曹 林

前段时间黑龙江一条新闻感动了很
多人，人们纷纷感慨“善良遇到善良”。

黑龙江省鸡西市的一家餐馆面前，
一位 81 岁的拾荒老人一大早在清扫路
面积雪的视频，让众多网友泪目。店主
李女士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自己是在一
次检查视频监控的时候才发现这件事情
的，老人帮忙扫雪已经持续了好多天
了。这个拾荒老人帮忙扫雪，有可能
是因为另外一件事。他平时靠捡塑料
瓶子和纸皮为生，常常入不敷出吃不
饱饭。李女士是开饭店的，经常会有
多余的饭菜，一直以来都会给老人留
饭。老人可能觉得无以为报，就用扫雪
的方法来报答。

当善良遇到善良，善良去回报善
良，是多么温暖人心的事，善良的人们
都会从扫雪的场景中感受到一种如沐春
风的暖。其实，这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我更从中看到不同人群的善意互动所形
成的一种让整个城市保持着温度的道德
生态。拾荒老人和餐饮店主，本来可能
是没有交集的两个人、两种身份、两个
群体，因为日常的小善良而在城市里有
了精神连接。

也是前段时间，杭州一条新闻被很
多媒体点赞。杭州气温持续走低，天城
路不少便利店、快餐店等都在门口贴出
一张服务单，向环卫工人、外卖小哥等
户外工作者敞开大门。这些店铺，有的
提供开水、歇脚地，有的专门提供饭菜
打折优惠或者热饭服务。有环卫工人
说：“心里感到暖和，干活儿也有劲。”

快餐店、便利店在冬天向环卫工
人、外卖小哥敞开大门，这见证了一个
城市的温度。善意的传递、善良的感
染，形成了一种让城市中的人连在一起
的道德生态。

关于现代城市，一个学者悲观地
说，城市是一个几百万人一起孤独生
活的地方。这个定义见证了当下城市
中人群的疏离感，大家都把自己关在
格子和私人“城堡”中，关上门，就
是自己的世界，甚至与对门的邻居都
老死不相往来。白天因为商业和利益
形成的热闹交往，关上门就是孤独。
杭州街头的这个温暖现象，是对这个
定义的否定，杭州不是一个几百万人
一起孤独生活的地方。第一，城市有
一种公共精神，让人与人有一种精神
纽带。第二，大家相互依赖，不再孤
独，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快餐店享受
到环卫工人提供的清洁卫生，他们觉
得有义务为他们提供温暖的休息地。
快餐店与外卖小哥连接起了快餐与用
户，他们也觉得有义务为小哥提供热
水，让他们有抵抗寒冷的地方。

这种交往产生的心理连接，就像
开头那个拾荒老人与餐馆店主的善良
相 遇 一 样 。 在 城 市 社 会 学 家 帕 克 看
来，城市人所从事的工作与职业的五
花八门是现代城市生活最引人注目却
也是最不易被一般人理解的众多景象
之一，城市实际上是一种心物机制。
帕克看到了五花八门的职业所构建的
城市景象，这些职业不是孤立的，而
是紧紧勾连在一起，不仅仅是在利益
上勾连，在人的精神和道德层面也不
可 分 割 ， 就 像 杭 州 快 餐 店 、 环 卫 工
人、外卖小哥的这种友善交往。

另一个学者用陌生去定义城市：城
市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
居地。其实，这个学者对城市的定义只
说对了一半，杭州给了另一半定义，陌
生人能够在此相遇，能够产生联系，仿
佛彼此是熟悉的陌生人。打开门，喝上
一杯热水，感受空调的温暖，这种善意
是会不断传递的，成为一种沉淀下来的
文明，让城市生活被向往。

城市不是

一个几百万人

一起

孤独生活之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豪

在丁小娟家，王丽娅从没拿自己当过

外人。一进门，她熟门熟路地把自己带来

的新鲜鸡蛋放到冰箱里，顺手就从冰箱里

拿出一把蒜苗，在案板上切了起来。

丁 小 娟 的 母 亲 何 秀 兰 总 是 叫 她 “ 老

大”，而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叫“老二”“老

三”。

“ 一 晃 就 20 多 年 了 ， 多 亏 了 大 姐 。”

丁小娟说。

1996 年 5 月，就读于宁夏吴忠市青铜

峡回民中学的丁小娟被车撞伤，医生认为

即使手术治疗，她也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建议放弃治疗。

当时，何秀兰从 7 个嫡亲姊妹那里都

借 不 到 钱 ，因 为 亲 戚 们 家 境 都 不 富 裕 。不

料，曾担任过大女儿丁小燕班主任、已经调

任其他学校任教的王丽娅送来了 5000 元，

随 后 王 老 师 的 哥 哥 姐 姐 又 各 自 送 来 1000
元。当时王丽娅只有 200 多元的月工资。

王丽娅记得，她 19 岁师专毕业到沈闸

工作，教室里找不到一张四条腿的桌子，冬

天取暖全靠一个土炉子，可孩子们把她的

心暖得“热乎乎的”。一下雪，家在镇上的她

没法骑车回去，学生们总是争着抢着把她

往家里拽。往往她还没到，已经有跑得快的

孩子给家长“通了信”。家长们忙着杀鸡、拾

掇铺盖招待她。饭桌上，王丽娅总念叨自己

不爱吃肉，但再去借宿，家长们还是热情招

待。王丽娅说，去得次数最多的就是丁家，

常常和小燕、小娟挤在一张火炕上。

在王丽娅的帮助下，丁小娟的命保住

了，但留下高位截瘫的终身遗憾。起初，丁

小娟接受不了现实，整宿整宿不睡觉，想要

放弃生命。王丽娅总把病房当成课堂，摆事

实、讲道理。丁小娟烦过王丽娅，但看着眼

前人家买给自己解闷的 34 英寸的彩电和

院子里为她练习走路安装的双杠，没间断

过的营养品、药品、米面粮油，甚至还有送

给老人的磁疗烤灯，她瞬间又没了脾气。

66 岁 的 何 秀 兰 记 得 更 琐 碎 的 事 ， 她

说 ， 王 丽 娅 总 是 给 小 娟 买 洗 头 膏 、 化 妆

品。有一次，她随口提了一句没鞋穿了，

王丽娅再来时，一下带了十几双，“谁能

穿就让谁穿”。

全然的包容，让丁小娟重新审视自己

的 生 命 。卧 床 2 年 后 ，她 的 左 手 刚 能 抬 起

来，就挣扎着用左手控制轮椅，右手拿起笤

帚、拖把，收拾地面，还学习在轮椅上做饭、

洗衣。

丁小娟帮一位宁夏的老年作家把文字

手 稿 输 入 电 脑 ，好 几 年 没 收 过 钱 。丁 小 娟

说，这份兼职最大的收益就是让她成为“一

号读者”。丁小娟还参加了好几次残联组织

的技能培训。有时，她去外地学习，王丽娅

就开车接送，鼓励她找寻人生价值。

学刺绣时，丁小娟是培训班里残疾程度

最重的学员，也是最刻苦的学员。常常一绣

就是一整天，绣得脖子都动不了，带着顶针

的指头磨出了老茧，坚持拿到了结业证书。

如今，丁小娟的绣品能为她换来一些

收入。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出师后的第一

幅作品，简简单单五个大字——家和万事

兴。她将这幅绣品送给了王丽娅，“既是祝

福，也是我们亲如一家的见证。”

你搀扶的样子，像极了亲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魏其濛 王 豪

30多年前的一个傍晚，在西北贫困地区

念书的刘启敏，因为看书时老师专门为她点

蜡烛照明而感到高兴。“老师看我学习好才

点的蜡烛，可比冒着黑烟的煤油灯洋气多

了。”2018年春天，刘启敏和丈夫张鹏峰为母

校兴仁中学捐资 300 万元建成了图书馆，宽

敞的自习室、先进的信息化教学设备和诸多

图书，成了师生们心中最温暖的所在。

17 年来为故乡学子捐资助学 500 万元

的张鹏峰、刘启敏夫妇，却几乎不跟受助学

生联系。他们希望这些年轻人眼光向前，按

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如果想报答，就把

善心留给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吧。”

几十年不变的是“靠读书
改变命运”

上世纪 70 年代初，张鹏峰和刘启敏生

活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沙坡头区兴仁

镇周边农村，10 多岁时，两人在镇上唯一的

中学——兴仁中学度过了 6年时光。和大多

当地孩子一样，他们盼望着从这里考出去，

找到好工作，领工资，改善全家人的生活。

回想起来，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

代，这所被夫妇俩戏称为当地“最高学府”

的学校，条件十分简陋——从村里上下学

路途遥远，大部分孩子需要住校；吃饭靠从

家里带黄米、咸菜交给食堂解决；学校的教

室和宿舍都是平房，学生晚上睡大通铺，每

个人分到的床板只有一尺来宽，“要是谁上

个厕所回来，位置就没了，得硬挤上去。”

但当时，家家户户的条件差不多，谁也

没觉得有多苦。校长、教师都是本地人，深

知教育对孩子们的重要性，都尽心尽责、兢

兢业业。教政治课的李校长平时不苟言笑，

他给刘启敏卷子上写的一句“你本来可以

更好”，让她记了 30 多年。“那时毗邻的甘

肃会宁是有名的‘状元县’，老师说，他们的

学生住的是窑洞，而我们还有校舍，以此鼓

励我们好好读书。”

刘启敏记得，一位学长告诉她自己高考

没考好，打算回老家当农民。“当时我正在地

里收麦子，大太阳干晒着，天上一点云彩都

没有。我就躺在那儿想，如果不好好学习，后

半辈子只能年年夏天在这儿晒太阳。”

后来，刘启敏、张鹏峰和其他不少同学

在李校长和老师们的教导下，通过高考从

农村走了出去，她学医，他学法。而那位没

考好的学长，通过补习复考也改变了命运，

后来成为事业有成的律师。去年夏天，张鹏

峰的女儿回老家体验摘枸杞，累得直感叹：

“还好我爸当年出去了，不然我得年年在这

儿摘枸杞。”

如今，兴仁中学“旧貌换新颜”，泥巴地换

成了标准化运动场，平房变成了楼房，住校生

有了营养午餐，住宿条件也大为改善。但伴随

城镇化进程，这所已有 60多年历史的乡村中

学面临全新挑战。受经济、教育条件和人口结

构等的影响，学校撤掉了高中部，仅剩的初中

部服务乡村学生的使命更加艰巨。

校长黄国栋坦言，现在升高中相对较

难，不少家长会选择将孩子送到县城读书。

留在镇上读书的孩子大多家境贫寒，他们

用着父辈外出务工或种植枸杞、硒砂瓜的

辛苦钱，希望学有所获、学有所得。特别是

一些“四类”困难学子（即建档立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非建档立卡的家庭经济困难
残疾学生、农村低保家庭学生、农村特困救
助供养学生——记者注），他们心里“靠读

书改变命运”的想法更加强烈。

2005 年 ，黄 国 栋 到 上 海 出 差 ，张 鹏 峰

夫妇知晓后，主动邀请他到家里吃饭叙旧，

了解到黄国栋正在申请资金给学校建教学

楼。“黄校长不是我们当地人，却有心振兴

我们的母校，我俩觉得有余力了，就要出一

份力，便商量为母校设立奖学金。”从 3 年 5
万元开始，这项奖学金随着现实情况调整

金额，一直坚持到现在。

此外，夫妇俩还“一对一”帮助宁夏当

地成绩优秀但家庭贫困的高中生、大学生

上学，截至目前已有 20 多位。

善良皆有来处

高一升高二的暑假，张鹏峰、刘启敏参

加了学校安排的西安之行，这段“见世面”

的经历，给少年时的他们种下对大城市的

向往。大学毕业后的张鹏峰回宁夏当了一

年公务员，后来以优异成绩通过律师资格

考试，1994 年在宁夏当起律师，4 年内，业

务量进入当地律师前三甲。

此时，在旁人看来已在家乡打开一片

天地的张鹏峰，却认为自己提前遭遇了“职

业天花板”，他决定去机会更多的大城市闯

一闯。2000 年初，张鹏峰夫妇辞去工作，带

着 3 岁的女儿张文奕搬到上海。

在家人的关心、帮助和自己的不懈奋

斗下，张鹏峰第二年就在事业上立住脚跟，

并于 2005 年创办了上海中夏律师事务所。

在上海的这 20 年，张鹏峰代理过多起具有

全国影响力的法治事件，目前还担任上海

市律师协会监事长、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律

顾问等职。

离家千里，没有斩断他们对家乡的牵

挂。张鹏峰一家每年至少回兴仁镇两三次，

曾在 2003 年出资对村里一处小学教学点

进行改造 。2015 年，他们一次性向宁夏希

望工程捐助了 330 万元，其中 300 万元用于

为兴仁中学建图书馆，30 万元资助海原一

中设立两个“宏志班”。

这些年，做慈善已经成为两人的生活

习惯。去年年初，由 136 位医护人员组成的

上海医疗队在除夕夜驰援武汉。几天后，张

鹏峰在律所倡议募捐，带头捐款 100 万元；

一天之内，全所捐款 136 万元，并很快平均

给到每一位医护人员的账号里。

张 鹏 峰 说 ：“ 第 一 批 去 武 汉 的 是 最 艰

苦、最危险的，我知道国家以后一定会给他

们很高的荣誉，但在那个关口，我想给他们

心理安慰，知道有人惦记他们。”

2019 年 ，张 鹏 峰 夫 妇 还 发 起“ 塞 上 骄

子沪上行”夏令营，从宁夏 4 所中学挑选成

绩优秀的新高二学生，安排他们参观上海

的著名景点，交大、复旦校园，腾讯公司，律

所等地。好几个去过的学生告诉黄国栋，上

海的夜景真美、大学真漂亮，他们也要好好

学习，以后考到大城市。

建 筑 面 积 1500 多 平 方 米 的 鹏 峰 希 望

图书馆于 2018 年落成，是学校里最漂亮的

一栋楼。住校生晚上来自习，走读生也常来

借书、找资料。疫情期间，图书馆还成了老

师们的电子备课区，借助其先进的信息化

教学设备，学生们的功课一点儿没耽误。

黄国栋说，自 2018 年秋季学期开始，

学校每年的开学典礼与毕业典礼，他都会

选在鹏峰图书馆前面的广场召开。“这是最

好的一种宣传。原本孩子们喜欢抱怨，觉得

自己前途渺茫，但现在他们至少知道，有人

同样出生在农村，条件艰苦，却能靠自己的

努力成长成才。”

请尽情生活，把报答的心
留给更多人

无论是对母校的学生，还是单独结对

的孩子，张鹏峰夫妇对他们的学习成绩、职

业道路都没有明确的期待。他们希望这些

年轻人按自己的意愿去尽情生活；如果有

余力，就把报答的心留给社会上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

平日里，两人尽量避免和受助学生联

系。“我不求回报，不需要任何孩子来惦记

我。人要往前看，过去的事不用再讲。”刘启

敏说，他们明白越是家境不好的孩子，越是

自尊心强、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他们不是

资助，都是奖学。

有位成绩优异的学生高考后选择了英

语专业，却发现自己在大学里成绩不如城

里孩子，毕业后也没有按对口专业当中学

英语老师，而是去了房地产公司。“我不觉

得遗憾，他从事房地产销售可能比当老师

更适合。有了受教育的机会和经历，肯定比

从农村出来打工好得多。还有好几个考上

二本的孩子，也没说非得让人家考一本，只

要努力就好了。”刘启敏说。

他们的女儿张文奕告诉记者，父母平

时教育自己时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读书

是为了你自己，不是我们。”张鹏峰说，他们

希望孩子未来不一定要有多大成就，但必

须有“善良”这种最可贵的品质。

2017年 9月，在上海交大法学院读大三

的张文奕得知父母国庆节要回老家探亲，便

决定传承父母的慈善行动，拿出自己多年来

积攒的压岁钱和奖学金，在兴仁中学设立

“文奕回族女童专项奖学金”，该奖学金连续

实施 5学年，每学期为学习优秀、品行优良的

回族女生各发放奖学金 500 元。在回老家参

加一次奖学金颁奖典礼时，学妹们给张文奕

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积极阳光。

黄国栋解释说，受传统观念和经济条

件影响，过去一些回族女孩容易在中学阶

段辍学，这项奖学金既能补贴家用，也增强

了 女 孩 们“ 靠 读 书 改 变 命 运 ”的 信 心 和 决

心 。事 实 上 ，张 鹏 峰 一 家 大 额 捐 助 回 族 学

生，曾不被老家一些亲戚所理解。但他们的

观念是，尽可能多做些促进民族融合的事，

哪怕只能影响身边少部分人。

去年夏天，张文奕硕士毕业后在律所

上班，在妈妈的“牵线”下，她也开始了结对

助学回族女童的旅程。小姑娘通过母亲的

微信主动跟张文奕聊天，介绍了家里人、发

过自拍。“她告诉自己要好好读书，还很可

爱地承诺会发奋图强，考好每一次考试。”

张文奕说。

张鹏峰的义举同样带动兴仁中学的教

师们用心用情办好乡村教育。黄国栋说，包

括他在内的每位教师，但凡对工作稍有懈

怠，走在校园里心上都惭愧，不知道怎么面

对支持学校发展的热心校友和社会群体。

有了这种激励，近年来，兴仁中学的升学率

稳中有升，甚至有原本进城读书的孩子再

次转学回乡。

在生活上，老师也像家人一样关心学

生。“有人给孩子买文具、添衣服；晚上上灶

（住校生晚上在校吃饭—— 记 者 注）要 花

钱，老 师 们 就 时 常 观 察 哪 个 孩 子 有 困 难 ，

100 元、200 元地偷偷添进去。”黄国栋说，

还有几名老师是 10 多年前的受助学子，现

在回校工作，自发将爱心延续下来。

律师一家捐资助学17年

情 暖 塞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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