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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暖闻周刊
□ 张 坤

猝死的人越来越年轻，救命的黄金 4
分钟该怎么办？

猝 死 离 年 轻 人 并 不 远 。AED （自 动

体 外 除 颤 器） 是 心 脏 骤 停 患 者 的 救 命 神

器，但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用。如何操作

AED？戳视频学起来吧⋯⋯

中 青 报 年 轻 记 者 与 两 会 有 关 的 一 个

“短小”新闻视频，引起线上线下不小的

关注。

生命成长无小事，无“小案”。这个

提案的委员呼吁，我国心肺复苏技术的普

及率不到 1%，抢救的窗口期只有 4 分钟-
6 分钟，大家特别是青年，要学习并运用

好心肺复苏知识。

几乎在记者发稿的同一时间，有一条

相关新闻曝光：四川一位全国有名、救人

无数的 120 急救专家，突遭心梗。医院接

到求助，还以为他在搞演练抽查，这位专

家一度自己指挥抢救“自己”直到心脏骤

停，后来是医护人员将他抢救过来。“抢

救我的都是我培训过的学生，感谢他们让

我获得重生。”

越 来 越 多 的 急 性 心 血 管 病 症 不 期 而

至 ， 不 分 年 龄 大 小 ， 甚 至 也 不 分 是 不 是

“医学专家”。据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

外医院的统计，我国有 3.3 亿心血管病病

人，平均每 4 个人里面就有 1 个，猝死的

威胁正在不断增加。

心血管病的背后，除了有遗传原因，

主要是身心不健康的综合体现，比如不良

生活习惯、过度劳累疲惫、缺乏锻炼，特

别是负面情绪和心理问题。

生命的成长没有终点站，黄泉路上无

老少——前不久遇到一位老友，惊闻不到

而立之年的孩子几年前因心脏疾病猝死，

痛心不已。我们都是“未来的老年、曾经

的青年”，需要当好一个战战兢兢、如履

薄冰的学生，需要善待包括自己在内的每

一个生命、善学善用每一个有益身心的知

识技能。

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小故事。

一位学生给老师倒茶，发现茶杯上有

个小小的缺口，歉意地说道：“老师，很

抱歉，杯子有个缺口。”

老师道：“缺口的地方如果不去看它，

整个杯子就是完好的；茶杯再美好，不能用

来 喝 茶，同 样 有 缺 点 。每 个 人 其 实 都 有 缺

点，若不去计较，最大程度展现身心的真善

美，伸展美好的个性，则每个人都是完美

的人。”

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便能解渴。学

习无边，掌握一技，便能得益。我们既要

有欣赏茶杯的眼光，更要有善于品茶的胸

襟；既要注重打造外在的形式，更要积淀

内 涵 的 厚 重 ； 既 要 有 不 断 追 求 圆 满 的 勇

气，更要有包容化解缺憾的智慧。

在诸如“猝死”的威胁面前，每一个

人随时随地都可能是“病人”，也可能是

疗愈自己乃至疗愈他人的“医生”。学习

心 肺 复 苏 等 自 救 知 识 ， 形 成 良 好 生 活 习

惯，培养一腔浩然之气，健全身心完善人

格，都是我们生命成长过程中不可或缺的

训练、磨砺。

生命的成长是一门大学问，是一门让

自己放心和安宁的学问，是一门自救然后

救他的学问。

也可以说，学习这门学问就是学做人，

就是学一种向上向善的好活法。感谢、感恩

生命成长中给我们启迪、帮助和智慧的每

一个人，哪怕是批评过自己、“解剖 ”过自

己、击毁过自己的人，他们不都是帮助疗愈

身心的“医生”和老师吗？无非是用各种

方式方法帮助发现、挽救。

因为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一种外在的

力量能真正救得了自己，一时幸运的抢救

复苏，并不能代替更加稳定可持续的自觉

生命成长。正如四川这位著名急救专家所

遇到的生命奇迹，得益于他多年呕心沥血

地培训许多学生、抢救许多生命，在突发

灾难时，还是“自己”救了自己！

生命成长无“小案”，感恩感谢代表

委员们的认真调研、建言献策，让我们真

切感受到一种温暖的爱的环绕，也催发了

年轻新闻工作者深入挖掘、奋力拼搏的信

心和能量，让这些青年关注、关注青年的

“重点”“特点”被全媒体点燃引爆。

从关注点亮事实孤儿，到关注外卖小

哥的社保；从关注预防猝死，到关注家长

“咆哮式”育儿如何约束——为家庭教育

立法；从关注增强留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

同，到关注“十四五”究竟给青少年带来

哪些实际机遇；从关注 893 个学生有 774
个戴着眼镜，到关注鼓励大中小学开设学

农实践课；从关注青春力量如何赋能乡村

振兴，到关注为青年就业和权益实实在在

发声。

一件件操作性很强的具体提案议案，

汇聚民智，血肉丰满，饱蘸深情，充满期

待；一件件视觉性很强的融媒精品报道，

集新闻性、深度性、体验性、交互性、服

务性于一体，形神兼备，陪伴成长。

中青报特色的“融媒小厨”正在全面

升级为“融媒云厨”，聚焦重塑了媒体融

合纵深发展新定位，上达天听站高端，中

暖人心创精品，下接地气年轻态，不断与

时俱进、创新求变——为党育人、服务全

团，服务青年成长、推动社会进步，始终

都是我们不变的立身之本。

不要老是抱怨自己为什么缺少爱和关

心，而要自问：自己究竟为他人为社会付

出了多少？

不要老是嫉妒、责怪他人为什么得到

更多，而要自问还有哪些缺憾与不足，自

己真做得足够优秀了吗？

离中央紧些更紧些，离青年近些更近

些。我们离这个追求还有不少距离，但是

正如一个正在自救的“病人”一样——只

要我们全心全意为青年服务，越是急青年

之所急、想青年之所想，我们自己的各种

毛病就越是更快更好地得到治愈，我们就

越是能更加自信地担当文化使命、做强新

型主流媒体。

一家媒体、一个团队、一个集体、一

个民族的成长，都同样遵从着一个大写的

“人”生命成长的规律，既能大里观小地

自我革命、不断超越，又能小中见大地自

我奋斗、自救救他。

生命成长无“小案”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实习生 刘振兴

一张在火神山医院门前拍的照片被肖

帅视若珍宝。

几个月前，他专程驱车 30 多公里赶到

已经休舱的火神山医院，只为留下一张照

片。“以前没顾得上拍，想留下点记录将来

把故事讲给孩子听”。

一年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此前从未

在武汉生活过的肖帅千里逆行，临危受命，

担任火神山医院建设项目青年突击队总队

长，并在医院交付使用后留守维保直至休

舱，70 多个日夜献给了抗疫前线。

中 国 建 筑 抗 击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先 进 个

人、中国建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优秀共产

党员⋯⋯荣誉接踵而至，疫情改变了他的

成 长 轨 迹 ， 将 一 个 原 本 整 天 和 钢 筋 、 水

泥、图纸打交道的普通“打工人”推到了聚

光灯下。

2020 年 1 月 23 日，武汉整座城市被摁

下了“暂停键”。

远在广州与父母过年的中建三局员工

肖帅，尚未察觉到疫情的严重性。傍晚，他

的手机提示音频繁地响起。

“是不是领导在群里发红包了？”肖帅

做好了抢红包的准备，映入眼帘的却是数

百条刷屏的报名信息，得知公司要组织员

工抢建火神山医院。

“我是党员我得去！”肖帅琢磨着，“这

么 多 人 在 微 信 群 报 名 参 加 ，谁 能 看 得 到

你？”他拨通了公司人资部的电话，开门见

山请战武汉。

考虑到他远在千里之外，公司婉拒了他。

肖帅软磨硬泡一再解释，才最终获得批准。

这个年轻的 90 后向来很有主见。

读小学时，肖帅的父母进城打拼，他在

湖北咸宁老家和奶奶一起生活。父母在广

州买房后准备接他到身边，他却坚决留在

村里陪奶奶。高考填报志愿时，他自主报考

东北大学，选择了心仪的电气工程及自动

化专业。

2020 年 1 月 29 日下午，几乎没任何准

备，肖帅穿着过年时的皮鞋，独自驾车“逆

行”武汉。17 个小时，1400 公里路程，次日上

午 10点，肖帅出现在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

超 过 1900 万 网 友 通 过 直 播 当 起 “ 云

监 工 ”， 火 神 山 一 时 成 为 国 人 牵 挂 的 焦

点。泥泞的滩涂上，密密麻麻的挖掘机夜

以继日地赶工。此时，距离医院交付只剩

3 天，为连夜赶工“做最艰难的事”，6 支

青年突击队诞生，总共有 2000 多人。肖

帅担任突击队总队长并专门负责室外风机

及水电安装。

位于知音湖畔的火神山曾是沼泽地，

零下 3 摄氏度的气温，连续踩在冰冷的泥

水里，肖帅的两条裤腿从来都没干过，皮鞋

也很快被磨破，脚下时不时传来钻心的疼

痛。他一开始没放在心上，后来才发现脚趾

甲开裂了，大半年后仍见瘀血。

一天凌晨两点多，“连轴转”的肖帅实在

是太累了，靠着风机休息了一下，谁知眼睛

一眯就是两个小时，“管子上、塑料堆上⋯⋯

只要稍微软一点的地方，躺下就能睡着”。

2020 年 2 月 2 日上午 9 点，可容纳 1000
张床位的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3 天时间

里，肖帅只休息了 4 个小时。

短暂的喘息没超过半天。肖帅再一次

接到电话，医院要边使用边调试，这意味着

要进入病房。肖帅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我

会不会被感染？公司有没有给我买保险？”

心中的天平依旧倾向了勇往直前的一

端，他又主动请缨参与医院维保工作，进入

病房内进行医院水电维修、更换带有病毒

的排风系统滤芯，誓与疫魔抗争到底。

肖帅召集起突击队的 24 名 90 后伙伴，

拿出纸笔让大家回答两个问题：是不是党

员、是否愿意留下。在他收回的纸条上，21
张写着“我是党员，愿意留下”，剩下的 3 张

写着“不是党员，愿意留下”。

那 一 刻 ，暖 流 直 抵 心 坎 ，不 禁 潸 然 泪

下，“在最需要人的时候，大家勇敢地站了

出来”。

挺 身 而 出 的 何 止 这 24 人 ，经 公 司 组

织，200 多名同事在维保请战书上按下了

鲜红的手印，被网友们称作“蒙面超人”。

这些“才下战场，又上火线”的“蒙面超

人”，经常穿着防护服，戴着口罩、眼罩、防

护面罩，“闷”在半污染区，由于暖气足且防

护服不透气，往往十几分钟就全身汗湿。

与医护人员接打上百个电话沟通，步数

破 3 万，凌晨 3 点疏通卫生间，凌晨 4 点为护

士站保电护航⋯⋯这是肖帅的日常工作。

那段时间，他稍感头疼就涂风油精，2
个月用了四五瓶。公司给他一包莲花清瘟

胶囊作为防疫物资，他一口气吃了五六粒，

完全是图个心理安慰。因为长期出入病房

压力大，即便躺在床上，他要整夜循环播放

手机音乐才睡得着。

在那 70 多天里，有困难，有坚守，有温

暖，也有感动。

一同前来的伙伴中，有人瞒着父母耗

时 3 天辗转 5 种交通工具跨越 3500 公里赶

来武汉，有人身患糖尿病挂着胰岛素泵赶

到现场，更有同事在家人感染的情况下毅

然投入战斗⋯⋯

这期间，有 23 岁的队员争着抢着进病

区，说“我年轻，抵抗力强，我先上”。

“谁不想‘家人闲坐，灯火可亲’？没

有生而英雄，只有选择无畏！”每当想到

这些，肖帅依然感动得热泪盈眶：“他们

都是为了同一目标而拼搏的平凡人，他们

才是真正的英雄。”

那里也留下了肖帅的终身遗憾。

在他离家不久后，一手带他长大的奶

奶病逝，得知消息的一瞬间，这个向来坚强

的大男孩哭成了泪人。时隔一年，肖帅还会

在睡觉时梦见奶奶后哭醒。

早年父母进城打工，爷爷去世早，奶奶

成了肖帅最亲近的人。后来他到县城读高

中、到东北读大学，每到放假回家那天，步

履蹒跚的奶奶总会搬着凳子去村口等他回

家，这样的场景再也不会出现了。

其实早在肖帅打算驰援武汉时，84 岁

的奶奶就已病重，老人没有张口挽留他，只

是拉着他的手握了又握。肖帅不敢看家人

的表情，他幻想着完成任务后就能回来照

顾奶奶，便一咬牙出了门。

一个转身，竟成永别。

肖帅自己也不曾料到，他能在火神山

“一战成名”。

2020 年 6 月开始，他作为先进典型陆

续 参 加 各 种 报 告 会 ， 先 是 在 中 建 三 局 里

讲，之后到其他单位讲，还作为抗疫青年

代表登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讲台，成为中

建三局成立 50 多年来第一位在人民大会

堂作报告的职工。

2020 年 9 月，中宣部、团中央、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主办“青春在战疫中绽

放”首场全国宣讲报告会，肖帅作为 8 名宣

讲团成员之一讲述了自己的一线故事。

从小常在电视里听说人民大会堂，如

今要站到那个庄严、神圣的会堂作报告，

肖帅忐忑不安。

“目前在公司做什么？公司对你们的

培养好不好？”最让他深受触动的是团中

央 书 记 处 第 一 书 记 贺 军 科 会 见 宣 讲 团 成

员，首先就大家的成长“嘘寒问暖”，并

勉励他们做“青年标杆”。

青 年 标 杆 ！ 肖 帅 将 这 四 个 字 铭 记 在

心，这个党龄 8 年的“老党员”想，怎样

才能成为“标杆”呢？

从小生活在农村，肖帅既懂事又肯吃

苦。他体谅奶奶眼睛不好，走路不便，主

动承担劈柴和家务，有时手心里都被磨出

了茧子。

生活清贫、简单，家里的课外读物只有

一本《牛顿传》。他把这本书前后翻看了 3
遍，至今仍然记得牛顿在一封信中这样写

道：“如果我这样做对公众有所效劳，那只

是由于我的辛勤工作和耐心思考的结果。”

肖 帅 一 直 把 这 句 话 作 为 自 己 的 座 右

铭。他读高中时，每天早上 5 点起床，走 1 公

里多的山路去乡里赶班车。同学们晚上 11
点就休息了，他常常学习到凌晨 2 点。他成

了村里考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大学毕业后，他原本可以到广州或武

汉发展，赶上公司在福建泉州签下了新的

建设项目。不少人觉得做“无人问津”的小

项目没前途。肖帅主动请缨，“总是要有人

去的，那就我去吧。”

没有节假日的日子里，刚刚走出象牙

塔 的 肖 帅 集 工 程 师 、 质 量 员 、 安 全 员 、

材 料 员 等 6 个 职 务 于 一 身 ， 白 天 安 排 工

作 、 检 查 验 收 ， 晚 上 组 织 开 会 ， 工 作 电

话一个接一个。

现在回想起来，他完全靠着一股韧劲

儿咬牙坚持，没有太多的“关心与指导”，反

而给了他大展身手、锻炼能力的机会。他一

度是整个工地上的“大总管”，既锻炼了专

业能力，也提升了组织管理水平，这为他担

任火神山医院青年突击队总队长并出色完

成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

“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

而出的凡人”。从泉州到火神山，肖帅认为

自己是面对需要被迫成长，“每当迈出第一

步后，就不得不硬着头皮努力前进了”。

“做好标杆真的好累”，以前总认为只要

搞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只要在不断向前进

步就行，现在发现，自己的为人处事、一言一

行都会被无形之中放大。他一改从前喜欢说

笑的习惯，如今更偏向于沉默做事。

复工复产后，他奔赴“武汉梦时代”项目

施工一线，“丝杆统一高度，风管拼接缝不能

超 1厘米，垫片不能外露，既要保质保量又要

美观⋯⋯”事无巨细的要求令工人抓狂。

白天跑现场、抓进度，晚上做深化、编

方案，在这个华中乃至全国规模最大的商

业零售综合体项目上，他带领团队 7 个月

完成产值 5.6 亿元。

“别人都向你看齐，如果不能出色完成

任务，岂不是打脸吗？”肖帅说。

“工作很积极，态度很主动”是同事李

雁对肖帅的评价。他们二人相识于火神山，

之后又在同一个党支部参会，在李雁印象

中，“不管什么工作，只要问他愿不愿意，他

只会说我愿意，永远都冲在前面”。

“ 凡 事 总 需 要 迈 出 第 一 步 的 人 。”肖

帅 用 一 个“ 冲 ”字 表达他对抗疫精神的理

解——在最困难的时

候 冲 锋 在 前 ，在 最 危

险 的 地 方 冲 锋 在 前 。

“ 就 像 把 石 头 扔 进 水

里 会 打 破 平 静 的 水

面 ，只 要 有 人 勇 敢 站

出 来 了 ，就 会 有 更 多

的人挺身而出”。

他是火神山上2000多人的青年突击队总队长，他说，“就像把石头扔进水里会打破平静的水
面，只要有人勇敢站出来了，就会有更多的人挺身而出”——

90后肖帅志做“青年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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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心

心·观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洪克非

“每一个孩子，都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必将照亮世界某一个角落。”湖南省祁东县

启航学校校长陈亮伟对此深信不疑。

2021 年央视春晚的舞台上，该校合唱

团代表周诗琪、张焱林、肖恩、陈雨馨，与成

龙、李玟、李易峰、周冬雨等明星合唱了经

典歌曲《明天会更好》。

孩子们一次次登上市、省、国级大舞台，

乘着歌声的翅膀，飞越大山，生活有了幸福

的模样。而陈亮伟则在签发减免文书 ——

1800 多名学生中，有 200 多名学生因为家

境困难申请减免费用，每人 3000 元。

2012 年春节，陈亮伟荣归故里。彼时，

身为北京启航教育集团总裁的他，年仅 30
岁，还兼广州、长沙分校的负责人，“正处于

事业的上升期”。

祁 东 县 有 数 十 万 人 在 广 东 和 云 南 打

工，几万留守儿童蹲守家乡。陈亮伟的家乡

在祁东县西部乡镇，当地有 6000 多名留守

儿童，散落在农村的各个角落里。由于长久

缺少父母关爱，一些孩子性格内向，自卑孤

僻，加上农村基础教育落后，孩子厌学、逃

学、辍学现象严重。

回祁东县的路上，陈亮伟看到同村几

个留守儿童蹲在村口，他们那双渴望爱的

眼神，让他想起那个曾经不舍父母离开而

撕心裂肺哭泣的自己。

他的父亲是村里的泥瓦匠。在陈亮伟

上小学二年级时，父母迫于生计南下广东。

在哭声中，他成了留守儿童，在爷爷的臂弯

下成长。

读大学时，看到父母为他奔波筹措学

费，他从第一年就开始摆摊揽活儿，卖过电

话卡，并最终走入考研培训行业。

白 手 起 家 的 过 程 有 着 无 法 言 语 的 艰

辛，但是，年轻的陈亮伟却从无畏惧，创办

了启航教育集团广州分校，后又兼任长沙

分校校长，成为集团唯一一位同时兼任两

个分校校长的管理者。

2012 年，陈亮伟升任北京启航教育集

团总裁，“口袋里有了 3000 多万元的现金

流”。但路过村口的那一瞬间，陈亮伟似乎

又变成了当年孤独的自己。从那些渴望爱

渴望陪伴的眼睛里，他萌生了办一所学校，

改变乡村留守儿童命运的念头。

2016年，他筹措 6000多万元，在祁东县

官家嘴镇正式创办了一所留守儿童学校——

祁东县启航学校。这所占地 40 多亩的学校，

硬件设施甚至超过很多城市里的学校。

很多人对此不理解，时任县委主要领

导担心他会受挫，建议他到县城办学，并表

示可以划一块地给他。“我想了后谢绝了，

因为县城的条件好，但是教育并不差，差的

在农村，在留守儿童。”

但在当地，一个不懂基础教育、手上一

个教师都没有的商人，其投资计划被视为

笑 料 。有 人 兴 奋 地 打 赌 ：陈 的 学 校 招 不 到

500 人。

陈 亮 伟 用“ 乡 村 春 晚 ”敲 开 了 信 任 之

门。高薪招募来的青年教师一家家拜访，用

精湛的文艺演出吸引了上万人的目光。开

学前，“订单”已经突破 800 人。

曾为留守儿童的陈亮伟深知孩子们内

心的孤寂与落寞，与城市同龄人不同的是，

他 们 往 往 将 很 多 情 感 藏 在 内 心 隐 秘 的 角

落。如何叩开心扉，走进他们难以被发觉的

内心世界？陈想到的是，歌唱！“在湖南师大

读书时，每逢心情郁闷压力难解，我就会爬

到岳麓山嚎几嗓子。”他笑称，虽然不懂音

律，但这种野蛮释放的方式，确实成了平衡

内心的良方。

而合唱团则有更好的启迪。不同声部

的配合，各类乐器的伴奏，对孩子有着魔幻

般的吸引力。毕竟在小镇上，这是一个全新

的概念。

伸出援手的是陈亮伟的“师兄”、湖南

科技大学音乐系教授王育霖和他的学生团

队。饭局上，陈迫不及待地求援：“我建了一

所留守儿童学校，你有没有兴趣到我们那

去参观一下？”

孩子们孤独和渴望的眼神深深触动了

长途跋涉而来的王育霖。

选拔合唱团成员的标准无关音色、外

貌和天赋——只选孤僻、叛逆或家庭特别

困难的孩子。首批入选的 60 余个孩子，九

成是留守儿童。

合唱团初次活动，王教授颇为尴尬：孩

子们拘谨孤僻不说话，更别提开口唱歌。由

于孩子紧闭心门，这种尴尬僵持了大半年。

可他却凭借自身的真诚与善意，慢慢

收获了争先恐后的热情。

为了提升孩子们的演唱水平，王育霖

和他的研究生团队每周都自付差旅费来学

校给合唱团排练一天，平时就通过电话、视

频进行指导。此外，学校还专门邀请多位演

唱教师来校指导训练，合唱团的演唱水平

很快有了提高。

登上了中央电视台牛年春晚舞台的张

焱林是一个秀气的小姑娘，白净的脸上一

双大眼睛像幽深的清泉，却时常被歌词勾

起伤感而潸然泪下。从事儿童声乐教育多

年 的 音 乐 老 师 徐 文 难 以 理 解 ：10 岁 的 孩

子，怎会如此敏感？后来得知，张焱林 1 岁

多时，母亲离家出走，父亲常年在外打工。

缺少爱的她，眼里总藏着与年龄不符的孤

独。只要听到“妈妈”“分别”之类的关键词，

就无法控制情绪表露。

爱心倾注、音乐、糖果、游戏，慢慢化解

了孩子的心防。曾经沉默而别扭的孩子们

开始在音乐中望见自己，时常在山坡上放

声歌唱的他们，用纯净的嗓音，开启了希望

与梦想。

2020 年 11 月，北京国家大剧院。当《夜

空中最亮的星》音乐响起，42 名身着红色

校服的孩子登上舞台，悠扬深情地唱出自

己的心声。合唱团也一唱成名，被各大媒体

誉为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

留守儿童合唱团成员、启航学校四年

级学生佳欣，家里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父亲

因患脑瘤住院治疗，母亲在广东打工，一家

人靠 2 亩黄花菜地和佳欣母亲的务工收入

维持生活。班主任肖海艳鼓励她加入合唱

团，勇敢歌唱。为帮助佳欣父亲治病，启航

学校发起募捐，筹得 3 万余元，并免去她上

学所有费用。如今的佳欣成绩优秀，歌舞俱

佳，绘画作品还在全国第 11 届少儿书画大

展赛上获银奖。

曾 经 羞 怯 、 幽 闭 的 张 焱 林 落 落 大 方

地 谈 起 了 当 演 员 的 梦 想 ， 而 英 语 考 试 拿

了 满 分 的 周 诗 琪 则 开 始 打 探 北 京 高 校 的

门槛⋯⋯

让启航学校名声在外的合唱团，其实只

是该校开设的 20 多个兴趣班之一，手风琴、

小提琴、跆拳道、拉丁舞、街舞、机器人⋯⋯

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快乐教育方式帮助孩

子们打开心结、培养兴趣、建立自信。

离县城 40 公里的学校里，教师中 150
人拥有学士及以上学位，还有 3 名外籍教

师从事英语教学。校内建起了全县最大的

歌咏场馆，乡镇难得一见的游泳池也成为

孩童们嬉戏的乐园。

2016 年，陈亮伟邀请了市县各界代表

人士，组建了祁东县“关爱留守儿童”志愿

者服务队。每到节假日，志愿者老师一对一

联系留守儿童进行家访，或给他们辅导功

课、指导作业，或捐款捐物，帮助他们的家

庭解决实际困难。北京大学、湖南科大、湖

南城市学院、长沙市少年宫乐团的志愿团

队，也来校支教。

名声“爆火”背后，陈亮伟债台高筑，由

昔日村里的千万富翁变成“千万负豪”。

办学 4 年来，陈亮伟资助的贫困学生

在逐年增加，学校总人数达到 1800 多人，

其中九成为留守儿童。而启航学校从开学

第一天起，学费从来没有增加过一分钱。受

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陈亮伟在外省创办

的考研培训机构迟迟不能开课。一直靠着

这些外来资金维系的启航学校，也遇到“缺

血”的大麻烦。作为学校唯一股东的陈亮伟

负债高达 3000 多万元，为了保证了疫情期

间学校不减员、教师工资照常发放，他变卖

了 4 台车和公司的一些股份。

“从以前我们看来遥不可及的长沙，到

站在国家大剧院和春晚的舞台，这些孩子

缺 的 只 是 一 方 舞 台 ，和 一 个 被 看 见 的 机

会。”陈亮伟说，自己还年轻，钱是可以赚得

到的。人生放长远看，能做一个点亮孩子梦

想的人，其实是自己的福分。

大山里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