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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上午，隆回县建华少儿活动
中心的图书阅览室内，10 岁的阳曼君和
小伙伴们捧着他们喜欢的图书在认真阅
读，十分入神。“我的父母常年在广东打
工，业余时间和寒暑假，我都会来这里看
书，阅读让我收获了快乐。”腼腆的阳曼
君笑着说。

看着孩子们在知识海洋里尽情遨
游，一旁的欧阳恩成面露喜色。欧阳恩
成是隆回县七江镇中心学校的教师，退
休后被学校返聘为校外辅导员。退休
前，为了圆乡村孩子们的“乐园梦”，他在
大山深处创建了全国农村山区第一个少
儿活动中心——隆回县建华少儿活动中
心，创造了多项全国教育之最和湖南第
一。退休后，他仍致力于当地文化教育
事业，担任十里山留守儿童文化街和书
香文化社区总辅导员，编辑出版了隆回
县少儿乡土德育教材，为山区孩子筹办
了70多个小小书屋。

多方奔走，筹资修建少儿活动中心

欧阳恩成现年 66 岁，出生在隆回七
江镇十里山山区的一个贫困家庭。1964
年，他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他曾当选中
共十五大代表，先后获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自强模范、国家突出贡献奖等多项荣
誉称号，十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
接见。

1978 年，已成为公办教师的欧阳恩
成担任七江镇建华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
员。一次，欧阳恩成到长沙参加一个少
先队的表彰会，当看到一队队少年儿童
在长沙市青少年宫进进出出，他羡慕不
已。当时，他想，如果家乡的孩子们能有
这样一个活动中心，那该多好呀！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1990年2月，欧
阳恩成踏上外出集资的漫长“苦旅”。他
在列车上度过了自己40岁和50岁两个生
日，在小旅店里度过5个春节，发出4000
多封求援信，奔波了十多万公里路程，跑
遍了1000多个单位，磨破了几十双鞋。

最终，欧阳恩成募集到了400多万元
资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座建筑面
积2600多平方米的建华少儿活动中心在
十里山腹地拔地而起，成为全国第一个
乡村综合性思想文化教育阵地，获得了

“中国少年跨世纪雏鹰行动全国达标基
地”称号。从此，大山里的孩子有了自己
的活动中心。

不辞辛劳，编辑出版少儿乡土德育教材

2014年5月，即将退休的欧阳恩成凭
着职业的敏感和对党的忠诚，想到了要
组织力量编写一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主要内容，融文明礼仪、法治安全、
良好习惯、劳动实践、环境友好与资源节
约以及中国梦等内容于一体的《十里山
童谣》。

为了编写童谣，欧阳恩成跑到六都
寨、司门前等地，与几位文友商量并请撰
写相关童谣，并多次下乡，听取村民的修
改建议补充完善。为了让《十里山童谣》

成为精品，他亲自设计书徽、版式、字体
编排、内容摆布，邀请了顾问指导、名誉
主编、编审和编委，无数次去印刷厂校对
文稿、插图，多次参考相关少儿读物的编
辑、出版、印刷……

很快，《十里山童谣》引起了多位老
领导和名家的关心关注，全国知名作家
谢璞为《童谣》作序，原全国人大常委、国
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和湖南省委原常委、
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沈瑞庭分别为

《童谣》亲切寄语。2015年9月，一本由当
代童谣、立德三字谣和传统地方童谣组
成的、关心下一代健康成长的隆回县少
儿乡土德育教材——《十里山童谣》正式
出版印刷。该书一出版，有关领导、专家
学者和社会各界都给予了高度评价。

退而不休，创建留守儿童文化街

“为了少年儿童，再苦再累心也甜。”
欧阳恩成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2014 年 5 月，当地建华村一组阳爱云老
人，带着两个孙子，3 次跑到欧阳恩成家
里，请求他帮忙办一个家庭书屋。欧阳
恩成静心一想，十里山的留守儿童何止
2个，有600多个。国家和社会都在关注
留守儿童的教育和成长，作为一名教育
工作者，欧阳恩成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义
务去关心这批孩子。于是，他决心创建

“十里山留守儿童文化街”和“十里山书
香文化社区”。

之后，他走进乡镇、村组，走向大小

城市，奔波数万里路。退休的两年多里，
欧阳恩成从未休息过一天，走访了300多
个单位，发出了700多封信件。他五次住
院，每次都是左手吊盐水，右手写材
料， 医护人员和病友都称他为“拼命三
郎”。2014年过年前夕，欧阳恩成向有关
单位写汇报信、请求信、贺年信，从天亮
写到天黑，又从天黑写到天亮。手写麻
了，眼睛花了，腰和屁股坐痛了。他不畏
劳苦的精神感动了全家人，在除夕当晚，
妻子、儿子、儿媳、女儿、女婿全家总动
员，贴邮票、折信纸、粘贴信封，一直忙到
凌晨。正月初一，欧阳恩成赶到隆回县
邮政局，发出了300多封挂号信。

然而，要创建文化街，没有书籍该
怎么办呢？正为此事犯愁时，欧阳恩成
收到了全国总工会的邀请函，邀请他赴
北京参加全国劳模疗养。在北京的7天
里，他没有洗过一次温泉，也没有游过
一处景点。为了筹到书籍，他日夜奔波
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和相关单位。他用
赤诚和热情感动省总工会领导，一起向
全国总工会领导提请，为十里山留守儿
童文化街捐赠图书。在中华全国劳模
北京疗修养基地，省总工会有关负责人
向全国劳模发表了赠书演讲，发出了捐
书倡议。

时任省教育厅厅长王柯敏亲切来信
鼓励，高度赞扬创建十里山文化街和文
化社区的想法，称这是为留守儿童造福，
是大山深处的希望工程，是山区文化教
育事业的一大创举。在欧阳恩成的努力

下，至今十里山留守儿童文化街已收到
国家图书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单位，全
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路甬祥、全国
政协原副主席张梅颖、湖南省委原书记
杨正午等十多位领导捐赠的图书、画
册。书籍问题解决了，书架与管理问题
随之浮现了出来。为此，欧阳恩成将自
己3万余元的住房公积金全部取出来，制
作了不锈钢图书架，他的妻子甚至将一
头150多公斤的猪卖掉捐给文化街建设。

退休后的两年多，他和同事们共筹
集精品图书价值80多万元，图书设备2万
多元，体育健身器材3万多元，为中小学
幼儿园的孩子们建造了假日“粮仓”。走
进十里山留守儿童文化街，随处可见“少
儿黄金书屋”“少儿育才书屋”“少儿博学
书屋”“少儿启智书屋”和“少儿探索书
屋”。欧阳恩成介绍，这是他筹建的百家
少儿书屋的内容，涉及建华、富家、太虎
坪、田星等9个村和隆回县农科所，目前
已建成73家。

2015 年 3 月 16 日，时任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主任柳斌杰不仅给十里山
留守儿童寄来了213本少儿精品图书，亲
自题写书屋牌名，还来信对他创建留守
儿童文化街的举动表示赞赏，这给了他
莫大的鼓励。2016年11月，江苏省全国
劳动模范周素明给留守儿童百家书屋寄
来了10万元，湖南森林源碳汇管理公司
董事长黄乐英捐赠5万元。辛勤的汗水
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读书活动的开展，极
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为国为民争做
贡献的热忱。两年多来，当地涌现了一
大批优秀青年志愿者和中小学少年志愿
者。2016年3月，社区和文化街共同表彰
了88名学雷锋先进个人。

2015年，欧阳恩成被中国关工委、中
央文明委授予“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
作者”。今年1月9日，他荣获由省文化厅
组织评选的湖南“最美基层文化人”称
号。收获了一个又一个荣誉，可他并没
有停下脚步，继续为山区的文化建设发
挥余热。欧阳恩成介绍，他决心在各级
政府及领导的关怀和支持下，积极推进

“十里山之中国梦”文化教育创新发展工
程，包括创十里百家少儿书屋，建十里家
规家训、挂十里户户楹联、办十里“行善
银行”、造十里和谐家园、写十里新型文
化，服务山区千家万户。“文化教育工作
我会做一辈子，争取把‘十里山之中国
梦’文化教育创新发展工程做成三湘之
最、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示范工程，让星
光灿烂的精神文化涌进家庭、学校，让新
型的书香教育绽放乡村大地。”欧阳恩成
坚定地说。

用大爱托起山里孩子的“乐园梦”
——记湖南“最美基层文化人”、隆回县七江镇中心学校校外辅导员欧阳恩成

欧阳恩成和留守儿童在一起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