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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饱的时代缺一点“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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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娅

在世界粮食日、国际消除贫困日以及我
国首个国家扶贫日到来时， 中国扶贫基金
会发起了一项名为“饿 24 小时”的公益活
动， 参加者在自己体验“饥饿 24 小时”之
余，要邀请 3 位好友参加体验，如果被邀好
友无法完成， 就要为改善贫困地区儿童营
养状况力所能及地做点儿贡献。

在今天来提“饥饿”似乎有些不合时宜，毕竟，物质极度丰富
的当下，我们完全能够让孩子充分享有食物带来的“饱足感”。但
正因为平时都吃得太饱，饥饿才显得尤为珍贵，我们的孩子，太
缺少“饿”的感觉了。

饿是什么感觉？ 胃液灼烧，手心出汗，气若游丝。 我们的民
族，是一个有着漫长而深刻的饥饿印记的民族，史书记载过那些
饿殍遍野、易子而食的年代；笔者也曾听父母讲起过遭遇饥荒，
吃树皮、野草充饥的年代。 即便到今天，在“国家营养计划”覆盖
的 680个国家级贫困县和民族县之外， 还有一些孩子， 因为贫
困、留守等原因，得不到均衡的营养。

吃得饱饭的孩子须得尝一尝“饥饿”，才能保持对粮食的尊
重，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不会珍惜。 每天山珍海味的吃着，就不会
懂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艰辛；“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就无法理解生活的不易。

饥饿还有更现实的意义，看那些被肥肉折磨着的“小胖墩”，在
与美食的斗争中一次次败下阵来。 父母实在有必要训练他们节制地
饮食，而不是做食物的奴隶。 苦修的僧人通过节食来保持灵魂的清
洌，当肚子里被食物塞满时，血液都流向胃里，思考自然变得迟钝。
饕餮的生活会让味觉麻木，让身体和心灵变得冗余臃肿。

借用乔布斯的话：“Stay�hungry,�Stay�foolish.”———求知若渴，
虚心若愚。适度的饥饿是为了让我们保持对自我欲望的克制，在
繁华纷扰的物质社会，保有灵魂的清醒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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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图说话

“神曲”让快乐传递国产“神曲”《小苹果》有多火？
在南县玉潭实验学校，一年级的小朋友随着音乐节奏

大跳《小苹果》。 小学部校长潘学峰告诉记者：“一年级的新
生很难融入寄宿生活，于是我们用流行歌曲带领他们和同
学一起舞蹈，爱上集体，爱上学校。 ”（图 1）

10月 20日，南京农业大学举办第七届国际文化节，不
同肤色，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同学相聚在一起，跳起了

“神曲”《小苹果》。（图 2）
前有《骑马舞》今有《小苹果》，不管风靡校园的“神曲”是

哪一首，师生们勇敢热情的自我表达，让校园里充满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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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赵珊玲出生在祁阳县交通闭
塞、经济落后的黄泥塘镇清吉村。 村里教师
少，好老师更少，很多农村孩子因此失去了
学习机会。 正因为这样，回家乡当一名教师
的想法在她心里落地生根。

2000 年赵珊玲来到祁阳县黄泥塘镇唐
家岭完小任教，有人想帮她调到离县城较近
的镇上任教，她婉拒了。 后来县里多次招考
进城教师，她也主动放弃。 赵珊玲说：“这里
是我的家乡， 有渴求知识的农家孩子需要
我。 我能忍心放弃这里吗？ ”

“做好引路人,把农村孩子引向山外”
赵珊玲对工作极其认真。她担任教务主

任、业务副校长，始终把学校的发展放在首
位。 学校偏远缺少老师，她主动请缨担任班
主任，接受双班或包班的教学工作。 每周吃
住在校，了解孩子们上、放学路上的安全问
题。 对所任教课程不仅制定详细的教学计
划，每一堂课都认真备课，课后还与同仁交
流提高，及时撰写教学反思。 她说：“只有学
到老，教到老，才会永远站在教育的前沿，看
得更高更远。 ”

赵珊玲在日记中写道，“道路弯弯，偏僻
崎岖，它从农村向城里延伸，连接农村与城市两个世界。 我
啊，愿做那引路的人，将农村孩子引向山外……”

“就是失明，也要站在讲台上”
上天在赵珊玲的人生道路上设置了一个不小的障碍。

2010年，赵珊玲因长期劳累过度，感染了眼疾，视力一夜之
间急剧下降。

“当时医生告诉我，此病为眼科中的癌症，无法根治，
反复复发最终会导致失明。 我需长期服药，昂贵的医药费
让家里债台高筑，生育也将受影响。 ”赵珊玲也曾以泪洗
面，万念俱灰……还好，学生成了她坚强的支柱。“我觉得
事已如此，倒不如好好教好这几年书，我不能让学生因为
我而耽误了课程，我就是失明，也要站在讲台上。 ”

为了控制病情，赵珊玲每天需要服用多种中药、西药，
听力、记忆力、视力开始下降，各种并发症接踵而来……

尽管如此，她依然身兼多职，既是小学毕业班的班主
任、语文、英语学科教师，又是学校的教导主任。 她在办公
室里一边煎药一边工作，硬撑着将这一届学生顺利送进毕
业考场，学生也以全镇语文、英语排名第一，全县小学班级
排名 18名的好成绩给她了最好的回报。

目前，赵珊玲的病情已得到初步控制。 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励耕计划”，湖南省教育基金会“爱烛行动”，祁阳
县教育局、总工会、医保中心等单位和许多爱心人士向她
伸出了援助的双手，部分缓解了赵珊玲经济上的压力。 每
两个月，她要去重庆接受复诊。 但她仍旧站在最热爱的三
尺讲台，以校为家，带病坚持工作。 而她所教的班级，学习
成绩一直稳居黄泥塘镇第一，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也开展
得有声有色。
“许身孺子平生愿，三尺讲台写春秋”，正是这样的信念，

让赵珊玲用生命
谱写出一曲感人
肺腑的教师之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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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县位于湘西北边陲，地处武陵山脉腹地，这里交通闭
塞、经济落后，财政十分困难。 以 2013年为例，全县财政总收入
仅 3.9597亿元，年人均纯收入仅 6385元。 2014年，全县对教育
的总投入却已达 3.0917亿元，占全县总投入的 30.5%。

近日，我们专访了龙山县县委书记彭正刚。 在刚刚结束的
龙山县教育工作座谈会上， 他承诺：“凡是教育提出的问题，我
们照单全收，根据财力下定决心逐步解决。 ”正是缘自这样的决
心，我们看到了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对教育投入的大气度，也读
懂了该县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强劲支撑力。

记者：10月中旬，我们参观了龙山县思源实验学校，这是一
所现代化、高标准的新学校。 据学校老师介绍，思源实验学校的
建成，得益于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彭正刚：思源学校的建成，经历了不少波折。 2008年，县委、
县政府拟在占地 84 亩的原龙山卷烟厂区新建一所学校， 以缓
解城区大班额问题。 但很多企业都想进入龙山烟厂厂区，县委、
县政府通过各方调研，邀请专家勘测设计，召开听证会，最终把
价值 2亿的资产留给教育。

2011 年，经由龙山县政府积极争取，香港言爱基金会决定

投资 1000 万元在这里捐建一所思源实验学校。 新校舍全部按
照香港言爱基金会的图纸要求进行建设，总投资 8700 余万元，
县财政配套资金 3471.5 万元，不足资金再积极筹措，经由 2 年
的建设，思源实验学校顺利完工。

今年秋季开学迎来了 2137 名学生，112 名教师， 极大地解
决了龙山县城区学校大班额问题。

记者：据我们了解，龙山县高级中学就曾因为财力紧张，在
建设中欠下了学校老师部分资金，后来，县委、县政府是如何帮
助学校解决发展难题的？

彭正刚：建校之初，该校为满足广大师生的学习生活要求，
扩建了食堂、新修了一栋新教学楼以及添置了实验仪器等教学
设备。 到 2012 年底，该校累计向老师借款金额达到 1000 余万
元。 截至今年 6月，通过开源节流等手段偿还教师部分借款后，
该校还欠教师本金 800 余万元。 为了解决学校欠款问题，2014
年 7 月，龙山县政府召开县长办公会议，对高级中学的债务问
题进行化解，提出高级中学所欠本金由县教育局选择合适的贷
款主体由财政担保贴息从银行贷款予以偿还，目前，高级中学
的债务已全部解决，解除了学校的后顾之忧。 (下转 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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