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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光宇 曹永健

2016 年下半年，在邵阳县黄亭市镇
中学，来自长沙市天心区第一中学的支教
老师戴煜经多方奔走，众筹爱心，建立了

“邵阳县黄亭市镇中学关爱留守儿童教育
基金”，让众多贫困学子得到了实实在在
的帮助。支教半年，他用韧性与智性、爱
心与良心，在当地学校引发了较为强烈的

“鲶鱼效应”，深刻改变了当地学校师生的
观念。

支教，为了远方的召唤

戴煜，长沙浏阳人，出生于 1970 年。
年近半百的他，将临知天命之年。人到了
这个年纪，本应心若静水，安守星城那一
方三尺讲台，与学生共享学习的快乐，与
家人、朋友同观橘洲的焰火以及麓山的红
枫，但谁都难以相信，他却自愿申请，作出
了远赴邵阳支教的决定。

戴煜是湖南省首届省级语文骨干教
师。来支教前，他担任过学校德育主任和
教导主任，以其超常的教学水平、爱生如
子的广博胸怀，深得学生、家长的喜爱。
2016年在长沙天心区向邵阳县派出的23
名支教教师队伍中，戴煜年龄最长，教学
经历、行政工作经历最丰富，德高望重的
他被大家推选为支教队队长。戴煜说，半
生为师，领受过颇多头衔，但他最看重的
还是“支教队队长”这一身份。

支教，是一次远行，也是一次回归。
戴煜谈到支教初衷时，他眼里闪烁着纯真
的目光，像个小伙子一样，他依然怀揣着
憧憬和梦想。他说：“也许是浏阳革命老
区的那一方热土滋养我长大的缘故，我对
农村教育有一种天然的情结。”

就这样，怀着对泥土与远方的热爱，
戴煜告别家人，背上简单的行囊，和另外
22名战友一起，从星城出发，意欲将火种
撒在邵阳大地上。不同于儿时远行的懵
懂与未知，此时的戴煜肩负的是使命，也
是召唤。

众筹，为了孩子的成长

2016 年 9 月，戴煜来到黄亭市镇中
学。严峻的现实，比他的想象更加触目惊
心。学校环境破败，住宿楼道竟成为鸡舍
鸭圈，难闻的气息四处充斥。

学校安排他教初一和初二两个班的
语文。这样，刚刚走出苏轼的古诗词，就
要马上进入米切尔·恩德的童话。他在两
间教室不断地切换，工作的繁难可见一
斑。但最令他感到苦恼的是，在近60人
的大班额下，带动学生学习极为不易。下
班后，他常常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简陋的
宿舍，点亮台灯，琢磨起教学设计的得与
失。反思，成了他最有力的武器。

他倾尽所有努力，把整个心思交给了
孩子。10 月下旬，他接到年近八旬的老
父当年第七次病重入院的通知，但他却没
有及时回去，他只想再等等，因为学生的
学习不容耽搁，周末回去好好陪陪父亲也
不迟。可真没想到这一等，竟然成了他永
久的遗憾。他的老父竟然在一个星期三
的晚上突然西去，等他匆匆赶回家时，老
父的遗体已经冰冷。“父母在，不远游。”默
念着这六个字，戴煜泪如雨下。

走出丧父的悲痛，料理好家事后，戴

煜很快重返讲台。课余与学生谈心、聊天
成为他难得的放松与休憩。一个偶然的
机会，他了解到班上有一个学生自幼不
幸丧父，母亲改嫁，小小年纪承受了巨大
的打击。听到这个故事，他心痛不已，幸
好孩子在其祖母的含辛抚养下成长得特
别坚强，特别懂事。恰恰是这份懂事，让
戴煜难受不已。一连好几天，他脑海中
经常浮现着孩子眼中闪烁的泪光和流露
的迷茫。

“会不会还有这样不幸的孩子呢？”经
过一番细致调查，他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
实，那就是在全校1003名学生中，留守学
生竟然多达516人。更让人揪心的是，其
中单亲与父母双亡的学生还不少。面对
这一情况，戴煜寝食难安，冥思苦想。既
然个人力微，何不行于众人？他想起了可
利用自己的人脉广为发动，于是建立了名
为“邵阳县黄亭市镇留守儿童关爱俱乐

部”的微信群，把自己昔日的领导、同事、
朋友、同学、成功的学生拉进群来，并向大
家先后发布了《关爱邵阳县黄亭市镇中学
留守儿童倡议书》《邵阳县黄亭市镇中学
留守儿童花名册》《邵阳县黄亭市镇中学
留守儿童接受爱心人士捐赠管理办法》等
一系列资料。

做好这些资料，殊为不易。经常是下
班后，戴煜驱车辗转于泥泞山路上，往返
数十公里挨家走访，杨康就是这样走进他
的视线的。杨康的家家徒四壁，墙上的奖
状是唯一的装饰。他家一共九口人，爷爷
奶奶与父母，家中四兄弟再加一个已成孤
儿的堂妹。他排行老三，大哥在怀化学院
读书，二哥就读高中，弟弟妹妹读小学。
五兄妹高昂的开销，就像沉重的巨石压在
杨康父母的身上。很明显，这是一个典型
的因学致贫的家庭。家访中最让戴煜震
惊的是，常年在外务工的父母每年只回一

次家，家中一切全靠爷爷奶奶艰难支撑。
杨康爷爷71岁高龄，个子矮小的他，在家
种地十余亩。家访那天气温不过十摄氏
度，杨康爷爷却只穿了一条薄薄的缀满补
丁的裤子。

每次家访后，戴煜给相关儿童一一建
立档案。随着《邵阳县黄亭市镇留守儿童
花名册》的发布，爱心人士纷至沓来。
2016 年 11 月 15 日，一个阳光和煦的日
子，来自长沙的黄球先生一行四人，清早
从长沙出发，驱车四小时到达黄亭市镇中
学，为小朋友送来了120套学习用品，受
到了学校师生的热情欢迎。

12月25日，浏阳六中教师刘辉，驱车
往返近八百公里，于黄亭市镇中学确定了
资助对象李欣雨同学。他给李欣雨买了
书包、衣服，并预付了明年春季的学杂费
2000 元，同时特意赶到李欣雨偏僻的家
里，慰问了她年迈残疾的老奶奶。

随着上海马艳芳与黄艳景女士等众
多爱心人士的倾心支持，扶助基金已积
聚至 16600 元，“一对一”扶助对象也已
增至 8 人。据了解，该校“一对一”长期
资助名额还在不断攀升。寒假到来，戴
煜又开始四处奔走。他表示，一定不辜
负各方爱心人士的义举，用大家的爱心
点亮众多留守孩童的心灯，让他们再次
找到“回家的路”。

再聚，为了十年的约定

作为支教队队长，戴煜还抽空看望
了分处多地的支教“战友”们。他既是支
教教师的兄长，也是天心区教育局的联
络人。

2016 年 12 月 7 日，戴煜和同为支教
的李艳老师及黄亭市镇中学三位老师
一行，如期来到邵阳县郦家坪中心校探
访了天心区支教教师陈禹、陈旺和刘
刚。里程表显示，黄亭市镇距郦家坪镇
有 80 多公里，往返几多不易，但听了中
心校的刘校长介绍三位支教老师在体
育教学方面为建镇 20 年的郦家坪创造
了历史性的奇迹时，戴煜脸上的倦容被
笑意驱赶。

半年支教以来，戴煜一直处于一种奔
跑状态。他有一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家
访、看望支教老师、接待前来资助贫困学
子的爱心人士。这样的奔忙让他有一种
重返青春的感觉，他那燃烧的理想与激情
也深深地感染和带动了其他支教老师们。

夜深人静时，戴煜在电脑上敲下了他
对支教工作的思考：“支教工程首先不在
于硬件的提升，而是观念的改变。”他和支
教老师的到来，比起建立“乡村萤火虫阅
读教室”、成立“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基金”
更重要的是，带来了观念新风。当老师和
学生更新观念，重新审视教育，探索困境
中的出路并执着前行的时候，乡村教育池
子的那潭死水也就会变成一江春水，汩汩
流动，滔滔不息。

在一次班会上，戴煜和同学们约定，
支教结束回长沙后，他会每年再来黄亭市
镇走一次，直至他退休。十年的约定，他
要重走当年走过的路和桥，坐坐资江的渡
轮，看看那些曾经沧桑的房子和心向高飞
的孩子。

人们知道，在他心中，泥土与远方已
是他此生永远的乡愁。

戴煜：泥土与远方 永远的乡愁

戴煜老师（左一）家访中与学生合影。

在一名贫困学生家里，奖状是墙上唯一的装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