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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在来信中说，从事贫困
地区教育大有可为，要让每一个
孩子充分享受到充满生机的教
育，让每一个孩子带着梦想飞得
更高更远，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
山、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说得

很好。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最艰巨的任务在贫困地
区，我们必须补上这个短板。扶
贫必扶智。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
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开发的重
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的重要途径。党和国家已经采取
了一系列措施，推动贫困地区教
育事业加快发展、教师队伍素质
能力不断提高，让贫困地区每一
个孩子都能接受良好教育，实现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成为社会有

用之才。
发展教育事业，广大教师责

任重大、使命光荣。希望你们牢
记使命、不忘初衷，扎根西部、
服务学生，努力做教育改革的奋
进者、教育扶贫的先行者、学生

成长的引导者，为贫困地区教育
事业发展、为祖国下一代健康成
长继续作出自己的贡献。

——摘自习近平给“国培计划
（2014） ”北京师范大学贵州研修班
参训教师的回信（2015年9月9日）

扶贫必扶智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2017 年 6 月 18 日，人
民日报机关党委和报社团委精心组织选派的 13位“名誉
校长”，在报社对口扶贫县河北省滦平县正式上任。一年
来，在报社挂职干部、滦平县委常委、副县长刘泉和滦
平县团委、教体局等部门的全力配合下，“名誉校长”们
齐心协力，为滦平县乡村教育做了许多好事、实事。今
年第 34 个“教师节”将至，回顾一年来的支教扶贫历
程，有许多难忘瞬间值得记录。

去教足球
2018 年 5 月 19 日星期六，农历四月初五，距离小满

节气还有两天。
这一天是个大晴天，气温不冷也不热。今天虽然是

周末，我和儿子却起了个大早，因为我要带儿子去一所
乡村小学给小朋友们上一堂生动的足球课。一年前的6月
18日，我在河北省滦平县巴克什营镇古城川村小学担任
了“名誉校长”，我要去的，正是这所小学。

洗好车，加满油，我们便自驾出发了。从我所居住
的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院起步，沿京承高速公路东
北行，大约 80公里许，就邂逅了这条高速公路上的第一
条隧道——羊山隧道。起先公路两旁，土地平坦，沃野千
里。穿过羊山隧道，风景立即大不同：群山连绵，白云缭绕，
一派山野风光。不久，我忽然看见，蜿蜒起伏的万里长城涌
现在万山之巅。这一段长城叫“金山岭”，著名将领戚继
光曾在这里镇守，如今有器宇轩昂的人物雕像为证。

我掐指数了一下，我们连续穿越 11条隧道，相当于
翻阅了 11 座大山后，驱车 160 公里就抵达了长城脚下的
山村小学——古城川小学。

捐书
一个月前的 4 月 20 日谷雨那天，也是“世界读书

日”来临前夕，我所在的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部党支部
联合掌阅科技公司为滦平 11 所小学和办学点捐赠书籍。
首批捐赠包括价值 10万元的纸质书和电子阅读器等实体
物资以及价值20万元的数字内容。

启动仪式就在这所小学举行，本报记者刘少华曾这
样描述小学的外貌和当时的盛况：“‘村小’矗立在高速
路口右边，背后是座矮矮的山。谷雨那天，正值春天的
最后一个节气，绿树覆盖了山体，庄稼长满了田间。山
上两棵梨树繁花盛开，校园里杨树上的喜鹊闹得正欢。
政府来了，公司来了，媒体来了，出版社来了，作家们
来了。一摞摞书摆在孩子们面前，他们系着红领巾，大
声朗诵诗歌，表达感恩之情。”

是啊，这里的孩子虽然早已吃穿不愁，可有的孩子
连一本课外书都没有，缺的是精神食粮！

上课了
如今，不到一个月，我又来到这里，原因是，由于

师资力量有限，这所小学开不了音乐、体育、美术课。
可我在北京城区上学的儿子已经学了4学期足球课，总拉
着我，教我学足球。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人民历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
心。”我认为，一个父亲送给儿子的最大礼物就是“正义
感和同情心”。

于是，我灵机一动，何不让儿子把自己的足球知识
和山里的小朋友分享，既让小朋友体验了足球的快乐，
又培养了儿子的爱心和组织能力呢？

儿子今年8岁，名叫严续，小名虎子。到了陌生的小
学后，起先还有点腼腆，但很快就找到了当教练的感
觉，把教练教他们的方法都用上了。

他先用家里装鸡蛋的红筐筐当标志桶，训练孩子们
熟悉球性，蛇形前行，边踢边跑……

起初，孩子们不是三脚踢不到一脚球，就是一抬脚
就把鞋踢飞了，还有的一着急，就“手球”。经过虎子小
教练两个小时的训练，孩子们的足球水平大长：能踢到
球了、不掉鞋了、不用手了……

然后，他把孩子们分成两拨，打比赛，教他们熟悉
足球规则。虎子又当教练，又当裁判，还上场帮助弱的
一方，踢进了几个球。

一个小时的训练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小学门口
聚集了一些家长来接孩子回家吃饭，也顺便来看看这个
小教练，可孩子们玩得正欢、兴致正浓。

临走，虎子小教练叫过来四位小朋友，叮嘱道：“今
天，你们四个表现最好。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带大家训
练，我以后会来检查。”一句话，逗得小学校负责人王诗
珍哈哈大笑。

办实事
一个月后的 6 月 22 日，我两个月里第三次来到古城

川小学。孩子们见面第一句话就问：“虎子教练来了吗？”
虎子当然没来，这次我们是联合中铁十四局大盾构

公司，为学校捐助价值两万多元的电脑、复印机和文具。
捐助仪式完成后，我带领大家在校园里参观了一

下。这里是新打的水井，那里是崭新的课桌椅；新修的
旗杆巍然屹立，新购置的滑梯上传来欢声笑语。原来，
人民日报海外版党委慷慨解囊，帮扶资金 10万元，用于
古城川小学校园改造建设。新帮助学校打了一口 80多米
的深水井，解决了师生们吃水难的问题；安装了监控探
头，整修了电路系统，让学校教学环境更安全；安装了遮
阳帘，让黑板不再反光；硬化了地面，整修了花坛，重新购
置了旗杆，重建了车棚、煤棚，让学校的面貌焕然一新。

爱心课堂
除了我，还有 12位来自报社各部门的名誉校长，他

们“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为乡村学校送上爱心课堂，
组织师生走出乡村开阔眼界。

在兴洲明德小学，罗彦校长邀请北京市特级教师、
垂杨柳中心小学教学主任于松建老师亲赴滦平，给师生
们上了一堂精彩的阅读指导课“草船借箭”，激发学生阅
读经典名著《三国演义》的兴趣。

在路南营小学，陆娅楠校长邀请长期从事航天报道
的专家型记者余建斌，为孩子们上了一堂航天知识课，
回答了孩子们的提问。

在柳台小学，张烁校长邀请北京中学资深英语教师
和英语学生社团，量身打造了 10期音频英语课，激发孩
子们的学习热情。请中关村二小二年级学生和柳台小学
小学生结为长期“小笔友”，两校学生交换资料，不但开
拓了眼界，更增长了深厚感情。张烁根据柳台小学97%的
孩子为少数民族学生的实际，经过多方联系和反复沟
通，为孩子们争取到4个参加“中华大家园”全国关爱各
族少年儿童夏令营宝贵名额，让柳台小学4名师生随夏令
营团队到北京、天津两地游学，开眼界、长见识。

在两间房寄宿小学，蔡珊珊校长录制励志小故事和
智慧小故事，邀请中央电视台鞠萍、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林辰等爱心人士参与录制了30集“智志故事”，为孩子们
健康成长提供有力帮助。

时尚校服
柳台小学学生从来没有统一穿过校服，有的孩子家

境困难，衣服已经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更多孩子穿
着化纤面料的廉价衣服，不吸汗、不贴身又不舒服。

张烁校长经过多方联系，终于争取到国际校服品牌
的无条件赞助。担任“名誉校长”仅 15天后，就争取到
了价值2万余元的两大箱校服。从此，每个学生都拥有一
套“英伦风”的时尚秋季校服，包括白衬衣、长裤、毛
背心和领带领花。因为前期对面料、安全系数、剪裁等
因素的精心把关，全套校服不但质量过硬、安全舒适，
而且其时尚的款式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国际学校的校
服毫无二致。

除了给学生配置校服，还为学校的正式教师和代课
教师都配置了新衣，浅蓝色长袖衬衫，藏蓝色长裤，优
雅稳重。

在名誉校长帮助下，柳台小学还得到一家内蒙古企
业的支持。该企业为每个孩子购置了一双美观、舒适、
透气的“回力鞋”。

一套校服不仅是送给孩子们的礼物，更蕴含着人民
日报社对孩子们的浓浓爱意和美好祝愿。

一对一帮扶
兴洲明德小学有 18名特困生，罗彦校长所在的报社

总编室号召党员、职工与特困生建立一对一帮扶关系，
每个家庭每年给孩子捐赠助学金 800元，共计 1.44万元。
去年 11 月 4 日，组织职工家庭与特困生见面会，给每个
孩子赠送了书包、文具等礼包，开展同绘书签、游戏等
活动，加深彼此了解。

张烁校长还主动到困难学生家中进行家访，走访了
自身患有儿童糖尿病、奶奶偏瘫的杨一凡家，父母离
异、爷爷奶奶患有脑梗后遗症的孙靖涵、孙靖皓兄妹家
等困难学生家庭，送去了来自人民日报社的问候和关心。

“名誉校长”蔡珊珊、黄璐瑶在调研的基础上，针对
两间房中心寄宿小学的 44名建档立卡贫困生，组织党员
和员工捐款2.2万元，对贫困学生进行一对一帮扶。

截至去年底，不到半年时间，“名誉校长”在报社各
基层党团组织的大力支持下，累计为滦平乡村学校捐赠
了价值 67.3 万元的各类学习生活用品等，为改善乡村学
校办学条件、加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节省近百万元的设
计费和建材费，外联项目资金200多万元，惠及学生1900
多人，有力地改善了滦平乡村教育教学条件。

“名誉校长”扎扎实实为乡村学校做好事、办实事、
解难事，受到了滦平县乡村学校师生们的充分肯定和广
泛好评。有孩子用稚嫩的小手在黑板上写下几个大字：

“感谢人民日报！感谢名誉校长！”老师们从自己切身经
历中，感受到人民日报扶贫的诚意和对孩子们的关爱，
深有感触地说：“人民日报真是为人民的！”

我们在乡村小学当校长
本报记者 严 冰

记者手记：

爱心与童心相撞时迸发出的火花，是世界上最美的爱的光
芒。我每次前往滦平乡村小学，都要经过金山岭长城。我想，那
照耀过秦长城、汉雄关、明边将的一轮红日，如今依然照耀着金
山岭的敌楼、烽火台。这轮红日，在不远的将来也必将见证中国
人民的千年支教扶贫梦想在新时代变为现实。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拉开了
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那一年，王宇晖 11
岁，正就读于北京市的一所小学。蓬勃发展
的时代带给这位求知的少年关注新事物的好
奇心和热情。王宇晖就此与高新科技结下不
解之缘。

1993 年，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崭新时期。
大学毕业没多久的王宇晖和几位同事迅速投
身于新兴 IT 科技的浪潮中。他们扎根中关
村，自主研发了一款仿真设备，使普通的台
式电脑、打印机可以替代当时十分昂贵的，
必须进口的专用银行柜员设备，为国家节省
了大量外汇，也赚得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凭着一股闯劲儿，王宇晖在这一年创立
了自己的公司赞同科技。一群二十几岁的年
轻人与这个国家一同，朝气蓬勃地向着未来
开拓。用王宇晖的话说，那是个“沸腾的时

代”，“在不拘一格的改革氛围下，大家都很
有冒险精神，对新事物抱开放的心态，愿意
去也敢于去尝试。”

以金融科技起家的王宇晖，在这个领域
一干就是 25 年。转眼间，昔日创业的小伙
子已经成为了事业有成的企业家，赞同科技
也成为了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领军者。在与
改革开放风雨同行的 25 年间，王宇晖实现
了个人价值，也见证了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的
腾飞。

作为“长寿”高科技民营企业的成功案

例，王宇晖将这种大浪淘沙中的屹立不倒归
于持之以恒的创新。王宇晖说，在日新月异
的世界环境和阔步向前的国家历史进程中，

“创新”始终是民营科技企业发展之核心与
动力。

说到创新的成绩，最让王宇晖引以为傲
的，是他和公司研发的银行网点系统。王宇
晖告诉笔者，银行网点系统中的柜员系统，
是赞同科技的独家首创。这套“柜员系统”
不仅在国内尚属首例，更具有全球范围内的
领先意义，填补了当时世界银行体系该层面

上的空白，引导金融行业变化。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民营科技企业已

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最活跃、最具创
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间接从银行“柜员
系统”的高效便捷中受益的人不少，但听说
过王宇晖的人恐怕不多。王宇晖笑着说：“我
们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群体，但其实像赞同科
技这样的民营科技企业还有很多。我们以自
己的方式，低调地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贡献
力量。”

如今，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迎来了40周

年的历史时刻，王宇晖与他的赞同科技也正
在以更新的突破拥抱未来。在采访的最后，
王宇晖充满希望地向笔者介绍了他打算继续
以创新服务金融行业，推动银行网点服务模
式转型的想法。

王宇晖认为，未来的银行网点可以智能
自助机搭载远程化的人对人的服务模式，并
将其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使网点服务更加
高效和低成本。

将这种技术创新推广到更多领域，还可
能出现以城市为背景的共享银行网点、共享
政务大厅、共享市民服务中心，节省大量社
会资源，根本性地改变我们每个人享受服务
的方式。

时代依旧“沸腾”，充满干劲的民营企业
家王宇晖，仍将与这个时代一道不忘初心，
坚持创新，砥砺前行。

王宇晖：创新成就民营科技
袁苗苗 赵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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