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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1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日同密克罗尼西亚联
邦总统帕努埃洛互致贺
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
30周年。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
出，中密建交30年来，两
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
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务实
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
日益扩大。我高度重视
中密关系发展，愿同帕努
埃洛总统一道努力，以两
国建交 30 周年为新起
点，增进政治互信，深化
务实合作和友好交流，推
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
两国人民。

帕努埃洛在贺电中
表示，密中关系建立在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
上。建交 30 年来，密中
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密
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
策，支持“一带一路”伟大
倡议。衷心祝愿密中关
系在未来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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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阳光，温暖而不耀眼。在山东省
临沂第一中学北校区，刚入学的高一新生们
正一板一眼进行着军训。年轻的班主任张
妩琼看着一张张青春稚嫩的面庞，仿佛望见
了十多年前的自己。

“2008年的这个时候，我也是这里的高
一新生。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学校给了我很
多帮助。实际上，我能完成学业得益于大家
的关照。”张妩琼说，如今回到母校成为一名
教师，就是想让关爱延续、让教育照亮更多
孩子的人生路。

教育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事
情之一。他指出，要把发展教育扶贫作为
治本之计，确保贫困人口子女都能接受良
好的基础教育，具备就业创业能力，切断贫
困代际传递。

不只是张妩琼，从巍巍沂蒙到逶迤乌
蒙、从四川盆地到河西走廊，党的十八大以
来，“教育扶贫”播撒的种子，正在阳光雨露
下破土而出，在阻断贫困“代际传递”、呵护
留守儿童成长、促进青年就业成才中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

她坚信：“越努力越幸运、越奋斗
越公平”，从“没有童年”到成才脱贫

“我上小学时，堂哥也在我家生活。那
时候他正好上大学，加上我和妹妹，父母要
供养三个学生。”张妩琼记得，当时父亲平常
打打零工，母亲在村委会工作。母亲时常需
要预支一年半载的工资为堂哥交学费，等到
实际发工资时往往只有几十块钱。

“十几元一本的教辅材料，我都是借同
学的看。趁着中午休息时间读完然后赶紧
还给人家。”张妩琼告诉记者，与同龄人聊
天，总觉得自己“没有童年”，因为大家聊的
怀旧动画片、电影、明星，她往往一概不知。

经济上的拮据，并没有浇灭这个家庭对
教育的厚望，因为总有人在鼓励着他们。小
学时，老师为她垫付参加数学比赛的费用；
初中时，学校惜才破例录取；高中时，学杂费
获得全免……

知识改变了命运，工作改善了生活。张
妩琼一家人已从平房搬进了窗明几净的楼
房，去年家里还买了一辆小轿车。今年开学
前，张妩琼刚举行完婚礼。那些年吃的苦，
如今都化成了甜。

当张妩琼带领学生军训时，王陈也在自
己的工作岗位上忙碌着。这位 21 岁的姑
娘，2017年从临沂市工业学校毕业。短短两
年间，她成了临沂市区一家星级酒店的部门
营销经理。与张妩琼类似，王陈同样成长在

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
“爸爸心脏不好，家里收入全靠妈妈种

小麦、花生和玉米。当时姐姐读了高中，我
想尽早工作来减轻家庭负担，所以选择去读
中专。”王陈说，她很感念在学校的三年时光
让自己掌握了一技之长，也感谢现在的工作
单位提供了让她展示能力的平台。

“以前回家是从家里拿东西，现在是往
家里送东西。我把每月薪水的一半交给爸
妈。”王陈说，自己现在自学了古筝、茶艺、香
道，还准备考个初级会计师证。“越努力越幸
运、越奋斗越公平”已成为她的人生信条。

张妩琼、王陈的人生转折，是“教育扶
贫”的一个片段。临沂市近年来蹚出一条从

“有学上、不辍学”到“上好学、成人才”的脱
贫攻坚新路。2016年以来，当地为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提供财政资助资金超过8300
万元。同时，全市中职学校共招收建档立卡
贫困家庭学生超过1600人。

他坚持：“学生不动老师动”，11次
家访，为的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开学的第三天，王峰峰趁着学校午休
时间，又来到四年级学生小宁的家里做家
访。近一年来，这已是他对这个孩子的第
11次家访。

36岁的王峰峰，是甘肃天水市秦安县陇
城教育园区上魏教学点的一名在编乡村教
师。去年 11 月，他从陇城教育园区南七小
学调到上魏教学点担任校长。很快，小宁家
特殊的家庭情况便引起他的注意。

“小宁并非严格意义的留守儿童，但母
亲因家境贫苦已离家多年，家里靠年事已高
的奶奶维系，家外靠父亲一人挣钱养家。”王
峰峰记得，小宁给人的初步印象就是性格很
内向、不爱说话，也不乐于帮助同学，学习成
绩落在后面。

可就是在一次次家访中，王峰峰发现
小宁年纪虽小却很懂事，一回到家就忙里
忙外做家务。接触时间一长，他更发现小
宁的概括归纳能力出色，这为他打开小宁
心结找到了突破口。

“我所能做的，就是给予小宁更多关爱
与呵护，来缓解他的生活压力；帮助他制订
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案，不断表扬鼓励孩子发
挥优点和特长。”令王峰峰欣慰的是，不到一
年时间，小宁的各科平均成绩从不及格变成
80分以上。

秦安县是河西走
廊上的深度贫困县，
经济发展的滞后令师

资分外紧缺。2015年，当地实行“学生不动
老师动”的巡回走教模式，2002年参加工作
的王峰峰第一时间报了名。走教之初，因车
辆暂未配备到位，老师们就靠步行、骑自行
车或摩托车，往来于不同教学点，为山乡学
童带去音乐、体育、美术等课程。

王峰峰当了17年乡村教师。他觉得这
里的天与地更适合自己。“在乡村成长起来
的教师更懂得乡村教育，更了解农村孩子们
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每当看到孩子们求知
的眼睛、家长们淳朴的笑脸，我就感到自己
所有的坚持都是值得的。”王峰峰说。

她欣慰：留守儿童“陪伴式教育”，
不会再让下一代吃没文化的亏

身在广东惠州的李敏，带着几分无奈
挂断了手中的电话。这是一通拨往几千
公里外四川广元宝轮镇老家的电话。“两
个女儿，从小交给外婆外公拉扯长大。妈
妈对她们而言，更多只是电话那头的几句
叮嘱与唠叨。”自认为是“打工者二代”的

“85后”李敏说。
李敏女儿就读的宝轮镇苟村范家小学，

今年上学期全校 80 名学童中，留守儿童就
超过三成。

让李敏欣慰的是，老家学校的条件比自
己读书时好了太多，老师更认真负责。“家里
老人辅导不了作业，老师放学后就给孩子

‘开小灶’。”李敏说，在微信家长群里，每天
都有班主任发来的学生活动照片、视频等，
女儿最近学习如何、情绪怎样，老师都会与
家长私信交流。

在农村中小学占85%的广元，为留守儿
童提供“陪伴式教育”的学校越来越多。如
范家小学就打造了师生、学生间互相尊重与
关爱的“班家文化”，尽力弥补留守儿童成长
过程中的情感缺失。

与李敏不同，王小荣选择留在女儿身
边。在贵州毕节市黔西县花溪彝族苗族乡，
记者见到了王小荣与她12岁的女儿。由于
地处乌蒙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这里的人们
不得不外出谋求生计。近年来，当地想方设
法创造更多家门口的就业机会，一些家长决
定返乡工作、陪伴子女成长。

望着墙壁上女儿成行成列的奖状，43岁
的王小荣一脸自豪。“我不到20岁就出门打
工，没有文化知识，全凭苦力吃饭。”王小荣
说，那时候挣钱不多、离家遥远，就想着不能
让自己的孩子“再吃没有文化的亏”。

花溪小学校长陈安贵说，现在有许多
像王小荣一样的家长，坚信“知识改变命
运，教育照亮人生”。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支
持与帮扶，更让家长坚持子女接受教育的
决心愈发坚定。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感谢这道光，照亮我前行
——教育扶贫二三事

新华社记者 余孝忠 萧海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