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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大学生

被深深感染

“以前在网上看过一些关于

留守儿童的报道， 开始还觉得

是在炒作， 但这几天体验了对

留守儿童支教的生活， 我彻底

改变了以前的看法。 ”安阳师范

学院支教大学生董铭对记者

说，有一次，有个孩子没有来上

课， 他们出于关心便在放学后

来到了这个孩子的家中。“找到

他我才发现， 原来因其父母不

在家中， 平时负责照顾他的年

迈的奶奶又生病卧床， 别说没

有人来送他上学了， 他们连吃

饭都成了问题。 这是我第一次

如此真切地感受到留守儿童的

生活。 ”董铭说。

“对庞老师的这个事业我们

早有耳闻，但来到这里和他一起

‘作战’，才真正被他的精神所感

染。 ”支教大学生于英姿说，“他

为孩子们做的每一件事都特别

认真。 这么多年来，他仍一如既

往地关心着青少年和留守儿童，

如同一棵参天大树，保护着身边

茁壮成长的树苗，生怕他们受到

一丝丝伤害。 ”

“农村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

子差，他们聪明可爱，只因条件

不允许，他们的特长没能被及时

发现。 ”一位支教大学生说，孩子

们渴望的眼神让她深有感触，

“有一个女孩对我说， 她最大的

愿望就是想摸一下真正的钢

琴。 ”

守护者的担忧

上午 11 时， 到了孩子们放

学的时间。 回到活动中心，记者

发现，部分书籍已经破旧，一些

体育器材也不能再使用了。

“我和爱人的年纪都不小

了，儿子又去当兵了，学校就我

们两个老师， 就和这些用具一

样，我们也有老的时候。 ”庞留安

一边打理活动室一边对记者说，

他因常年讲课、批改作业患上了

颈椎病，他的爱人朱老师也因长

期劳累患上了腰间盘突出和咽

炎。“她每次腰疼得厉害，就先找

人治疗，不疼了就继续工作。 ”庞

留安说，特别累的时候他们想过

放弃， 然而每次看见孩子们，他

们就无法停止，“孩子们快乐，我

们也快乐！ ”庞留安说，他希望他

的这个事业能够永远进行下去，

在他心力不足时，可以得到包括

活动中心硬件设施和留守儿童

政策体制的支持。

15 年来，他为农村孩子建设活动中心倾其所有

庞留安和他的留守儿童之家

□晨报记者 席适之 实习生 马龙歌/文 记者 张志嵩/图

3万多元投入中心建设

8 月 3 日，在石佛铺村，记者见到了庞

留安。 庞留安 40多岁，衣着朴素，黝黑的脸

上，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记者还未走到青少

年活动中心，便听到阵阵歌声。“今天下午要

举行歌唱比赛，孩子们正在准备呢。”庞留安

流利的普通话中，透露出无限的热情。

来到活动中心， 记者仔细打量了一番，

这个两层小楼前的院子空间不大，但打扫得

十分干净，院子北侧有两棵柿子树，柿子树

下一盆盆太阳花开得十分耀眼。“课间休息

时，孩子们在院子里下棋、做游戏。 ”庞留安

向记者介绍。

上午 9时许，孩子们都在这里的教室中

认真听课，只见他们一个个笔直地坐在板凳

上，聚精会神地盯着黑板。“暑假期间，这里

来了三批大学生支教团。 这不，第三批支教

的大学生正在给孩子们上课。”庞留安说，这

个活动中心自创建以来，不少高校的工作人

员都主动联系他，每年都有优秀的高校学子

来这里支教， 孩子们与外界的交流增多了，

见识更广了。“目前， 这里成为河南工业大

学、郑州大学、安阳师范学院的大学生社会

实践基地。 ”庞留安说。

记者发现，这里的小楼共分上下两层，其

中的两个大房间是教室，另外两间是书屋和阅

览室。 为完善这里的硬件设施，庞留安今年出

资 3万多元， 新增了一间厨房和一间宿舍，为

了保障孩子们的安全，他还将一楼和二楼之间

的楼梯改成更安全的样式。

铁链和旧轮胎做成的秋千

10 时 20 分， 这里的体育活动课开始

了， 在支教大学生的带领下， 孩子们赶往

100米外的“操场”。

一路上，他们排着队、唱着歌，欢快地走

在乡间的小路上。 其间，个别淘气的孩子争

抢起了体育用品框里的乒乓球拍。“天宝，放

回去。 ”庞留安不时喊着孩子们的乳名。

在一个由灰色石墙围成的大院外，庞留

安打开了“操场”的大门。这个院子长宽约有

40 米，坑洼不平的土地上长满杂草，院中勉

强可以作为体育设施的就是两个砖砌乒乓

球台和一架由铁链和轮胎做成的秋千。

据庞留安介绍，这个“操场”是他 2008

年开始筹建的。当时，他为了得到这块地，还

跟附近村民发生过争执，后经过协商才顺利

解决。 他用砖石砌起了围墙，把这个“操场”

圈了起来。“场地虽然简陋了些，但这里是孩

子们的乐园。 ”庞留安说，等将来资金充裕

了，他还要在这里修跑道、建沙坑，增添两个

篮球架。

60 多个孩子来到“操场”后，在支教大

学生的指挥下排起了队，随着口号做起了热

身操。记者发现，尽管他们的姿势各不相同，

却有着十二分的认真， 专心完成每一个动

作。

做完操之后，自由活动开始了。 几个女

孩同时奔向场地南侧争抢秋千。这一幕引起

了记者的注意： 在一个约 2 米高的铁架下，

两条轻微生锈的铁链拴着一个直径约 1 米

的旧轮胎，一个孩子在上面荡着，四个孩子

一旁等待，“1、2、3……” 她们齐声数着，

“10。 ”

原来，她们之间早有约定，每个人上去

只能荡 10个来回， 在这个简易到极致的秋

千上，她们轮流享受着短暂的美好。

留守儿童成长的摇篮

“活动中心现在有 64个孩子。 ”

庞留安对记者说，他们的年龄在 6 岁

~12 岁之间， 因父母常年在外打工，

所以这些孩子多数和爷爷奶奶同住。

“这个年龄段正是他们模仿能力最强

的时期，如果脱离教育，他们就会孤

独寂寞， 到外面模仿成年人吸烟喝

酒，甚至会学到更多社会上的恶习。”

庞留安说， 每当他面对孩子们好奇、

无知、渴望知识的眼神时，一种关爱

之情就油然而生。

申亭芳今年上小学四年级，由

于父母常年在外地打工， 她与爷爷

奶奶相依为命。 不幸的是， 今年年

初， 爷爷和奶奶在两个月内相继去

世， 这让申亭芳稚嫩的心灵受到极

大的打击。“当时，她哭了好几天，后

来我就把她接到了我们这里。 ”庞留

安说，在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下，申亭

芳很快走出阴影， 不但学习成绩没

有下降，还被县妇联评为“优秀留守

儿童”。 申婷芳在日记本里这样写

道：“我会听庞老师的话，好好学习，

将来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到爷爷奶

奶的坟前拜祭。 ”

“6 岁的王雨洁以前十分自闭，

上课时她总是低着头， 别人说话也

不理。 后来， 我在上课时一直提问

她，让她和别的孩子互动，下课后找

她聊天，逗她玩。 通过这些方式，她

慢慢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变得开朗

了。 ”庞留安说，还有王向兴、王振兴

兄弟俩， 由于弟弟王振兴平时无人

看管， 哥哥王向兴既要学习又要照

看弟弟， 弟弟在哥哥的影响下逐渐

懂事了。

庞留安说，农村的硬件设施差，

孩子们的课外活动场所少， 没有条

件也要创造条件。 据了解， 十几年

来，为了让孩子们健康成长，庞留安

设立了活动室、图书室、作品展览室；

购买了古今中外的名著、 名人传记、

爱国主义教育影视光盘及象棋、跳棋

等文体活动器材； 还订阅了多种杂

志，购买了爱国主义教育影视、戏剧、

歌曲光盘，累计投资十几万元。

通往浚县善堂镇石佛铺村只有一条狭窄难行的土路。 正是

在这个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落后的村庄里，却有着这样的感

人故事：1 5 年来，一对农村教师夫妇，在自己创建的农村青少年

活动中心里， 为石佛铺村及周边村庄的留守儿童撑起了一片天

空。 每到节假日，留守儿童们便来到这个欢乐家园，学习、唱歌、

画画、 游戏……徜徉在他们童年的欢乐时光里。 这就是庞留安

1 9 9 7 年义务创办的“留守儿童之家”。

孩子们对电子产品很感兴趣。

休息时间，大家一起做游戏。

正在学习的孩子们。

休息时间，孩子和支教大学生（左一）交流。

孩子们在玩耍。

太阳花，向阳开。 在这样一

个村庄里，开满了太阳花，它们

面向蓝天，寻找阳光、寻找温暖、

寻找关爱。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