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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山小村落走出来的女孩，见证一场跨越山海的支教接力——

与“海安舅舅”重逢，她盼了31年
“你们跋涉了许多路，总是围绕着大山；你们吃了很多苦，但给孩子们的都

是甜。坚守才有希望，这是你们的信念。三十六年，绚烂了三代人的芳华，揉
皱了你们的容颜。”

这是云南省宁蒗县宁海中学1995届毕业生宋才美写给“海安舅舅”众多信
件中的一段话。时隔几十年，这名淳朴的摩梭族学生依然每年给自己的海安
老师寄一封手写信，而今年这份心意有一些特别。盛夏8月伊始，宋才美带着
老母亲、双胞胎女儿来到海安。此行，她们想看看当年的“海安舅舅”们，郑重
地感谢为自己“改写命运”之人。彼时，距离第40个教师节还有31天，但是这
一次重逢，宋才美期盼了31年。

跋山涉水 每天徒步五小时求学
“小学记忆，是无穷无尽的饿”
云南省丽江市宁蒗县新

营盘乡麻里坪自然村，这个半
山区的小村落便是宋才美的
老家。作为家中长女，7岁之
前，小才美的记忆里只有割
草、放牧以及照顾年幼的妹妹
们。对于“上学”，宋才美并没
有概念。

“7岁那年，有一次放猪
时，我经过小学堂，乡里教书
的老师朝我喊话：‘才美，天天
放猪不好，要来上学。’那是我
第一次知道‘上学’这个事儿，

但那会儿并不懂什么，只觉得
上学可以坐着，没有干活累。”
某一天，干活累了的小才美

“赌气”找了个包，坐进了学
堂，稀里糊涂地成了村里第一
个上学的女孩子。

故事的开始似乎很自然，
但是求学的过程却无比曲折
和艰难。

进入二年级后，小才美需
要离开村庄，到位于新营盘乡
的小学上学，每天要走两三个
小时的山路才能到学校，来回

需要5个小时。“先下山，再过
一条河、爬一座山，因为学校
在对面山坡的镇上。”宋才美
说，小学留给她的记忆，是无
穷无尽的饿。“每天晚上，妈妈
会煮一锅土豆，第二天，我就
拿着一个土豆，走两三个小时
的山路去上学。”因为学校不
提供午饭，靠着一个土豆，宋
才美需要撑到下午4点多放
学。“回到家里时是一点力气
都没了，回来的路上也是连走
带爬，真的太饿了。”

山海之约 奏响教育合作凯歌
“走出大山，日子才有奔头”
云南宁蒗四面环山，资源

匮乏，却有满山木材。1988
年，一份“木材换人才”的合作
协定开启了海安与宁蒗跨世
纪的缘分，以宁蒗、海安两县
县名第一个字命名的“宁海中
学”正式成立。那年秋天，首批
35名海安教师带着丰富的教
学经验来到了这个云南教育
最贫瘠的山谷里。

值得一提的是，宋才美的
舅舅张有才是宁海中学第一批
后勤职工。“他跟我们一起保卫
安全、建设学校，还帮助我们适

应环境，成了很多海安老师的
朋友。”首批赴宁蒗支教的卢元
成老师告诉记者，在和张有才
深入交谈后得知，他大姐家中
有5个女儿，生活十分艰难。卢
元成当即告诉他：“你要同你
大姐说，把孩子们带出来，日
子才有奔头，生活才有希望。”

1989 年，恰逢宁海中学
创办后的第一次中考，人均考
分、升学率全县第一的成绩让
宁海中学“一炮而红”。读书
去！到宁海中学读书去！一股
竞相读书的风气在宁蒗兴起。

教育的竞争带来的不是冲击，
而是清晰的发展方向。家家争
着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学校。

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作为
“宁海模式”成功教学经验的见
证者，张有才被海安教师勤奋、
敬业、一丝不苟的精神深深感
染，他深谙教育意义的重大，
把卢元成的话牢牢记住了。

1992 年，身为家中长女
的宋才美在舅舅张有才的全
力支持下，成功进入宁海中
学，也遇到了改变她一生的

“海安舅舅”们。

卖猪上学 一学期生活费10元
“上学的路，是通往梦想的路”
艰难的求学路，是宋才美

这样的大山孩子通往梦想唯
一的路。穿越风雨，是为了看
到更广阔的世界。

小学时期，一个小土豆支
撑起宋才美5小时的求学山
路；初中时期，家中经济虽然
好了些，但依然十分困难。“我
是靠着母亲卖了小猪换了钱，
才上的初中。”小猪卖了38元，
母亲拿出了28元给宋才美交
了学杂费，剩下的10元就成了
宋才美整个学期的生活费。

“那时候，一顿饭几毛钱，

10元根本撑不了多久。”宋才
美的窘迫，海安老师们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时常接济着开
个小灶。“直到现在，我依然思
念海安老师熬的稀饭的味道。
初一时，我第一次吃到大米
粥，觉得太香了。”

对于当初鼓励自己来宁
海中学上学的卢元成、陆秀英
夫妻俩，宋才美更是无比感
恩。“卢元成叔叔一直在生活
上资助我，叔母更是经常喊我
去家里吃饭。明明只有10元
钱，却支撑我度过了整整一学

期。没有他们，我也许根本无
法坚持上完学。”

在宋才美心里，初中生活
十分幸福，既不用做繁重的农
活，还不用饿肚子。海安老师
们帮忙解决了温饱问题，剩下
的就是心无旁骛地学习。“因
为小学基础不好，所以我上初
一时还经常出现错别字。海安
老师细心地把错字一个一个
标出来，逐字讲解。”宋才美
说，当时自己唯一的想法就是
要拼命学习，不辜负所有老师
的期望。

手足相亲“五朵金花”芳华熠熠
“相处一年，老师比亲人亲”
1993年，第一批海安支

教老师完成使命，卢元成、陆
秀英夫妇跟宋才美告别，回到
海安。而这一别，就是31年。
相处的一年，很短，只是生命
长河的一瞬；一年，也很长，道
不尽的深情厚谊，深深影响了
宋才美的一生。

那一年，“山海之约”也有
了新的萌芽，海安对宁蒗的帮
扶从初中拓展到高中。也正因
此，1995年，宋才美以全县第
七的优异成绩被宁蒗民族中
学录取，并顺利进入“海安班”
学习；1998年，宋才美以宁蒗
县文科第一的成绩被云南大
学金融系录取，现就职于富滇
银行。

披肝沥胆、呕心沥血的海
安教师，成功修建了一条教育
高速公路。在宋才美之后，她
的4个妹妹也先后进入“海安
班”，在海安老师的教育下成

长、成才。如今，从半山小村落
的贫困家庭里走出来的5个
女孩，在各自的领域发光发
热，也成了当地人口中美丽
的“五朵金花”。

每天早上，宋才美70岁
的老母亲都会给陆秀英发问
好信息。与其说是信息，其实
是一个个问好表情包，“每一
个表情包里都带着‘好’字，
因为这是老人家认识的唯一
的字”。陆秀英打开手机对话
框，记者看到一页页的聊天
以表情包开启，也以表情包
默契回应。“有一次，我没有
及时回复，老人家还打来电
话关心。”

如今，宋才美带着一家三
代人来到海安，就为了再看看
当年的恩人。“没有海安老师，
就没有我们的今天。这份恩情
无论如何也不能忘却，他们是
比亲人还亲的人。”

薪火相传 绵绵不绝山海情
“为海安争光，为宁蒗造福”
此次海安之行，除了探望

恩师外，宋才美还有个愿望：
“我想邀请卢元成叔叔和陆秀
英叔母，今年过春节的时候全
家一起去宁蒗。”摩梭人的习
俗中，孩子出生后第一个生肖
的轮回，要过一次盛大的成人
礼，邀请所有亲人共同见证。

而这次，宋才美想邀请
自己的恩人们一起见证这
一重要时刻，让孩子们也铭
记这一份“山海之约”的绵
绵恩情。

长江头的宁蒗人和长江
尾的海安人共饮一江水，手足
相亲、守望相助，以一场持续
了36年的教育帮扶，让民族

情谊像这浩浩荡荡的江水，奔
腾不息。

“没想到半辈子的时间过
去了，宁蒗的孩子们还没有忘
记海安老师。”宁海中学首任
校长梅德润在采访中几度哽
咽，“这段支教经历，我不后
悔，也很珍惜。”时任海安教育
局局长吴瑞祥说，当年出发去
宁蒗时，支教老师们曾经说
过，要为海安人民争光，为宁
蒗人民造福。“如今，这家人就
是‘山海之约’的缩影，是我们
海安老师未来继续前行的
动力。”
本报通讯员缪凡 周瑞萌

杨余燕 陈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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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才美（左三）和“海安舅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