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度过一个快乐而有意义的寒假？
邵阳市隆回县雨山铺镇中心学校的部分留守儿童来到了

“太空”，他们和隆回九中的地理老师范小林一起，利用三球仪演
示起地球的自转与公转、月亮绕着地球运转的情形，仪器虽然简
陋，学生的想象里却是无穷无尽的太空美景。（图一）

2 月 6 日，在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城区民族广场，几名小学
生正在玩描绘游戏。挑选自己喜欢的玩偶，为它们涂上鲜艳的色
彩，小小少年一笔一画地勾勒出了充实的假期生活。（图二）

可能没有充裕的物质，但在动手动脑的过程中，快乐一直伴
随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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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炫父”帖，“炫”美丽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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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娅

前不久，《中国青年报》报道了
一则新闻：刚大学毕业的农村大学

生李贺，参加工作前夕和父亲一起走村串户收购玉米棒子，深
感年迈的父亲养家不易，李贺写下 3000 字的帖子《我的父亲
是一个收棒子的———以此献给天下所有父亲》 发布在百度贴
吧，温情的故事引发网友泪崩。这篇最牛“炫父”帖已经有逾万
余条回复。

在充斥着质疑之声的网络中， 一位平凡父亲的日常生活
为何引发无数“草根”、“蚁族”网友的共鸣？ 要知道，时下风行
的是“拼爹”，是“炫富”，是把财富和权利当成最傲人的资本来
大肆吹嘘。“贫穷”已经成了一种羞于启齿的隐疾。出身贫寒的
人群，似乎已经接受了“穷孩子没有春天”的残酷现实，默默承
受着因为缺少资源、不懂变通，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命运。

“炫父”帖可贵之处即在于此，李贺脚踏实地地完成了大
学学业，通过公正的招考考入了大型国企。 回过头来，他还记
得农村的父亲，记得他是农民的儿子，并且不惮于和网友分享
他对农村和父亲的缱绻深情。他写到：“父母就是这样用‘卖苦
力’挣来的钱，供我和两个姐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成为了‘读
书人’。 ”“曾经，我整日忙着要成为‘读书人’，忙得甚至差点
儿忘了自己从哪儿来！ ”

父母是我们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们最初的同行旅伴， 通过
他们，我们学得知识也耳濡目染到人生真谛。我们未必都能像
名门望族的孩子那样，含着金钥匙出生，继承到权势和财富，
但我们至少可以从父辈的奋斗中，悟出质朴的人生哲学，他们
贫穷但不卑贱，老实却有尊严，勤劳而不浮躁，他们是我们战
胜阴霾的强大力量。

“炫父”帖，“炫”的是父亲的美丽心灵、儿子的感恩和孝
心，它传递了难得的正能量，也帮我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找回
了消失已久的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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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万篇“雷锋日记”传递正能量

看图说话

本报记者 余娅

乐在“学”中
读为您导

本报讯（记者 杨元崇 章仙踪） 2
月 7 日，省教育厅通报了“续写雷锋日
记、传递中华正能量”网络主题活动开
展情况及评奖结果。

去年 11 月 23 日，由湖南省委网宣
办主办、湖南教育网承办的“续写雷锋
日记，传递中华正能量”在省教育厅启
动。 该项活动历时月余，收到来稿 9800
多篇，教育系统来稿占一半以上，这些
作品较好地传递了中华正能量。活动方
还与本报联合， 将推出获奖作品的专
栏，进一步扩大活动的辐射范围，形成

多种媒体的互动交汇，推进活动影响力
向纵深发展。

该项活动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教
育系统的积极响应，活动中有许多是以
学校为单位的集体投稿，仅在湖南教育
系统，就有近 10 万师生参与。所投稿件
都是校内组织征文活动之后精选的稿
件。“我搀扶您过马路吧！ ”“闺女，快喝
杯茶吧，真是太谢谢你了！ ”“小孩子喜
欢看，你带孩子就进去吧！”……这些来
自真实生活的小故事，小片断，小情节，
小哲思，无不带着温暖的亮色，反映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民群众普通生
活中的体现和闪耀。作为湘潭大学社团
品牌活动的“雷锋公司”的故事也由同
学们传递上来了， 这个公司一个学期
受理了 200 多件失物招领，建立了“绿
色寝室”226 间， 回收军训服 1864 套
（件）……他们的故事在网络上流传。

所有来稿经过评委三轮认真评审，
评出吴芳龄的《民工》等 6 篇作品为一
等奖，另有 30 篇作品为二等奖，100 篇
作品为三等奖； 评出长沙理工大学等
50 个单位为活动优秀组织奖。

图一通讯员王双进摄

▲ 图二通讯员刘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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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贵方的一天是从早上五点开始的。
起床、做饭、帮卧病在床的妻子洗漱好

后，便匆匆赶到学校，打开校门，沏一壶热
茶，等待全校教师来签到。

钟贵方是慈利县零溪镇中心完小的校
长。 在这个岗位上，他干了二十四年。 学校
的老师很多都是他的学生， 大家叫他“老
钟”。 钟贵方也不介意，只是憨憨地笑。

这里的老师都已经习惯在茶的清香和
钟贵方的微笑中，开始一天的教学。 那微笑
里， 似乎蕴含着一股正能量， 让人不自觉
中，也充满活力。

今年 53 岁的钟贵方， 看上去十分年
轻，只是笑起来时，眼角的鱼尾纹会将他的
真实年龄出卖。 他说，自己性格最大的特点
是乐观，“凡事都想得开”。 正是凭着这个优
势，他才能在面临困境中一直坚持。

见到钟贵方时，他刚从医院回来，教师
卓尚泽的爱人生病了，需要做手术。 钟贵方
去看望他，安慰他把家里照顾好最重要，学
校的事不用担心。

在老师们心里， 钟贵方像个老大哥，
十分可靠。 但钟贵方对自己的要求却十
分严格。

2002年 3月，钟贵方的妻子患上了类风湿和低钾综合
征，行走困难，四肢无力，生活不能自理。 这种疾病不能治
愈，只能靠药物维持，不让病情恶化。

拿到确诊通知书那天，钟贵方的天空是灰色的。 除妻
子外，钟贵方的家中还有年过八旬的母亲，和患有精神疾
病的弟弟，照顾他们的重担都落在钟贵方肩上，他从未感
到压力这样重。 老师们劝他请几天假，在医院多陪陪妻子，
可是第二天，钟贵方依然是最早到校的那一个。

在钟贵方心里，作为老师尽量不请假，这是职责要求，
谈不上如何高尚。“更何况，孩子们都在看着我，他们都知
道我的情况，看到我每天都来学校上课，就会知道，以后自
己要是遇到了困难，也不能轻易放弃。 ”钟贵方说，自己当
老师，就是想做个让孩子崇拜的人。

2012年 3月，因为妻子旧病复发，需要到湘雅住院，钟
贵方第一次请假。 他深怕耽误工作，将妻子安顿好后，便花
钱请亲戚来照顾妻子，自己则匆匆赶回。

家里有三个病人，每年医药费都要三万多，钟贵方的
生活可想而知。 镇中学每年都想将他上报为贫困教师，申
请资助，但都被钟贵方谢绝了，在他看来，自己的情况已经
比很多人家里要好，“至少还能支撑得了”。

事实上，每年钟贵方还从捉襟见肘的生活费中拿出了
好一部分资助贫困生。 五年级 126 班褚明晚自习突发高
烧，钟贵方亲自送他去医院治疗，为其垫付了医药费，还陪
护了一整夜。 六年级学生周一鸣父亲患癌症去世，母亲离
家出走，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钟贵方在家访中得知这个
情况，不仅减免了他的生活费，并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
出五百块钱予以资助，还给他买了两套新棉衣。 穿上新棉
衣的那一刻， 周一
鸣不禁泪流满面。
（下转第 7期 0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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