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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王 楠

7月初的一个清晨，退役军
人陈武穿过崎岖的山路，再次
抵达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勒
格觉村希望小学。一进院，他
就看到体育设施齐备的操场。
刚靠近教学楼，孩子们琅琅读
书声传入耳中，一股喜悦和暖
意在陈武心中油然而生。

7年前，陈武第一次来到这
所小学时，映入眼帘的是破旧
的校舍大院与眼神纯真的留守
孩童。面对陌生来访者，孩子
们问东问西，他们对知识的渴
求打动了陈武。“那一刻我发
誓，无论如何都要点亮大山里
孩子们的读书梦。”他说。

此后每隔一段时间，陈武
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大凉山各偏
远乡村中。从捐资助学到支教
授课，从修建校舍到组办活动
……陈武兑现着最初的诺言，
并带动更多志愿者加入到乡村
助学的队伍中。

关注公益教育
实地探访帮扶

勒格觉村希望小学是陈武
公益助学的起点。“当我和志愿
者第一次给学校送去水彩画
笔、素描本等文具时，孩子们欢
呼雀跃的场面着实惊到了我。
没想到对城里孩子来说再常见
不过的一些文具竟然能让他们
如此开心。”陈武回忆起当时的
情景时说。在了解到学生们的
大致家庭情况后，陈武开始进
行家庭实地走访，最终确定把
37名家庭条件相对困难的学
生作为首批资助对象。

有了这一次的助学经验
后，陈武确定了“学校了解、家
庭探访、最终确定”的助学模
式。之后，他多次前往其他偏
远山区进行探访和帮扶。

2018年5月14日，在贵州
省毕节市织金县大山深处，陈
武遇到了一位因打工受伤瘫痪
的中年男子和两个年迈的老
人，他们及孩子一家人住在屋
顶破漏的土坯房中。陈武在他
们家住了一晚，彻夜攀谈了解
情况。“我发现即便我们在屋里
讨论事情，他们家的3个孩子
依然能够集中注意力刻苦学
习，丝毫不为外界声音所动。
所以我当时就认定这3个孩子
有毅力、有潜力，于是决定资助
他们完成学业。”陈武说，当他
说出自己的决定时，老人和中
年男子连连作揖、泪流满面。

2023年 6月，陈武再次前
往探望上述家庭。当年那个简
陋没有屋顶的“家”已经回迁到
山脚下的政府安置房；年龄最

长的孩子已然像大人一样，可
以独自照顾弟弟妹妹，帮爷爷
奶奶做饭。孩子们看到陈武后
激动地跑过来牵着他参观墙壁
上挂着的奖状。“那情景就好像
孩子向父亲介绍自己的学习情
况，使我激动不已。”陈武说。

陈武每次对各个受助家庭
及对象进行回访，都会把一大
部分时间用在与孩子交流上，
倾听他们的学习感悟和未来梦
想。“有一个小女孩让我记忆深
刻。当时她正遭受病痛折磨，
但依然乐观地跟我说，等恢复
身体后要重返课堂努力学习，
这样长大后才能成为对社会有
用的人。还有一个和奶奶相依
为命的小男孩，他说希望长大
后能当老师，跟我一样继续帮
助他人。”陈武说，孩子们的这
些想法让他感到无比欣慰，觉
得自己的苦与累没有白费。

7年公益助学路，陈武进村
多少次？帮助过多少个孩子？
对于这些常常被提及的问题，
他坦言并没有去统计具体数
字。“数字并不重要，与其说是
我帮助这些孩子和家庭，更不
如说是他们在帮助我，赋予我
人生的价值与意义。”

除了帮助学生，陈武还非
常注重协助改善乡村学校的教
学条件。在革命老区湖北省黄
冈市红安县的一所乡村学校，
陈武与其他热心人士出资翻新
了多处基础设施，包括进校道
路、学校校门、水冲式厕所等，并
为学校捐赠了实验器材与电脑。
此后，他们又为云南省临沧市、
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等地的多
所乡村中小学捐赠校服、教学设
备、图书，并出资修缮校舍。这
些举措极大地改善了当地学校
的教育教学环境，帮助师生们营
造出良好的工作和学习氛围。

加大文体互动
关注心理健康

因为有过部队经历，这让
陈武颇为重视乡村孩子的体能
锻炼。“强健的体魄是孩子们顺
利成长的基础。”他说，“我和志
愿者们这几年积极推动乡村校
园体育赛事的举办，希望通过
篮球、足球、跑步等多样化的体
育项目，引导孩子们在汗水与
欢笑中锻炼体魄，培养团队精
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在每
一次挑战与突破中收获坚强不
屈的品质，让心灵得到真正的
锤炼与成长。”

此外，陈武还与相应地区
乡村教育机构联手，牵头开展
了一系列富有创意、影响深远
的文艺赛事。有些赛事不仅深
受师生们欢迎，还在当地起到

了良好的辐射作用。“比如我们
开设的一些美术和歌唱比赛，
鼓励孩子们通过手中的笔、口
中的歌，将家乡的生动蝶变与
个人的美好梦想一一呈现。外
界更多热心公益的人看到和听
到这些作品后，往往会深受感
动，亦主动加入到相关活动中
来。”陈武说。

长期在乡村走访、开展公
益助学，陈武发现乡村青少年
心理健康问题也日益凸显，不
容忽视。针对问题出现的原
因，陈武分析称，首先是资源匮
乏，乡村地区往往缺乏专业的
心理健康教育资源，包括心理
咨询师、适合乡村孩子的心理
健康教材等；其次是意识不足，
乡村家庭和学校对心理健康教
育的重视程度不够，相对于关
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往往会忽
视他们的心理；此外在一些乡
村地区，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
人们大多不愿意公开讨论心理
问题，认为这是“家丑”，导致心
理问题被忽视或掩盖。再加上
乡村孩子可能面临更多的生活
压力，如家庭经济困难、父母外
出务工导致的亲子分离等，这
些因素都可能对他们的心理健
康产生负面影响。

除了利用公益手段加强对
乡村青少年开展心理健康帮扶
工作外，陈武还提出建议，希望
政府和社会也能对相关问题予
以更多的关注。“我认为政府和
社会各界应加大对乡村心理健
康教育资源的投入，包括开设
心理咨询室、培训乡村教师成
为心理健康教育的兼职人员，
以及提供适合乡村孩子的心理
健康教育材料等；同时，通过举
办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
提高乡村家庭和学校对青少年
心理健康教育的认识，让他们
意识到心理健康教育与孩子的

全面发展息息相关；鼓励乡村
社区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
通过成功案例的分享，让更多
人了解心理问题的普遍性和可
治疗性，逐渐改变人们对心理
问题的成见。”他说。

军旅培养担当
助学尽显初心

在和中国城市报记者交流
的过程中，陈武还谈到 7年前
自己开始从事公益助学事业
的初心。“这和我的成长经历
有很大关联。我从小也在山
里长大，由于当时家里穷，早
早放弃了学业。2001年，我怀
揣着对军营的向往应征入伍。
两年的军旅生涯，不仅磨炼了
我的体魄和意志，也让我深刻
体会到责任与担当的重量。”
他说。

陈武认为，帮助更多困难
家庭的孩子实现求学梦，是一
个以前的“穷孩子”闯出来后应

有的使命。“年少时我没钱读
书，深知那种感受。所以在部

队锻炼时，我就有了以后帮助

山里孩子获得更好教育资源的

念头。”陈武说。
退伍后，陈武开始一边创

业，一边以志愿者的身份跟着
社会上的公益助学团队前往偏
远山区走访调研，开展活动。

“做公益助学志愿者的那段时
期，我发现，一些孩子因生活所
迫过早辍学，而且没有及时得到
社会的帮助和关爱。不少孩子
从此与梦想背道而驰，失去了可
以重写自己人生的机会。甚至
还有的孩子成为问题少年，给当
地社会安全带来隐患。所以那
个时候我更加坚定了自己要投
身公益助学事业的想法。”

被问到之后如何打算时？
陈武表示，一个人的力量终归
是有限的，他渴望能够影响并
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公益助学
的行列中来。“哪怕是利用业余
时间做支教，也能为偏远山区
的孩子们送去知识与希望。”为
此，陈武付诸行动，不仅积极投
身于公益活动，还成立了自己
的公益团队——水象公益慈善
基金会。

“未来，我期望依托这一平
台，与更多志同道合、热心公益

的伙伴们携手合作，继续开展
一系列广泛而深入的爱心公益

助学活动，为帮助山乡孩子实

现梦想而努力。”陈武说。（图片
由受访者提供）

77年山乡助学情年山乡助学情        点亮孩子读书梦点亮孩子读书梦
——退役军人陈武的公益助学路

陈武带领公益助学团队与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教育局共同举

办中小学生球类运动会。图为运动会开幕式现场。

陈武公益助学团队——水象公益慈善基金会的志愿者们深入山区探望受助学生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