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余娅）1 月 30 日，2014 年度
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结果揭晓。
我省大学生张高峰、张奇、邓雪凤、朱明志、李
梅等 5名同学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湖南工学院学生张高峰， 暑期为救白血
病邻居苏老九四处筹款，“为得白血病的苏老
九寻求一些帮助， 不让他的一双儿女因此辍
学” 这个简单的出发点， 让张高峰不停地奔
走。

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女生邓雪凤， 曾经
是一名弃婴，2013年，她带着给养父做一次全
身体检的梦想登上了《中国梦想秀》的舞台，
并以精彩的表演和拳拳孝心实现了梦想。

“湖南省最美男孩”、长沙理工大学学生
朱明志从 5 岁开始照顾瘫痪在床的母亲陈清
香。 他每天要给母亲做饭、洗衣、洗脚、擦身、
倒屎倒尿，15年来毫无怨言。

邵阳学院女生李梅，2008 年不幸患肾病
综合征，但她以乐观的心态与病魔抗争，用坚
强自信的人生态度，感染着身边的同学。

此外，获奖的还有《科教新报》2015 年 1
月 15 日以《小个子也有大能量》报道的湖南
科技大学商学院学生、“袖珍男孩”张奇。 身
高 1.26 米的张奇， 乐观勇敢， 自强不息。
2011 年进入大学以来，在公益路上走过了 4
个年头，累计发起公益活动 50 余次，受益者

100 余人。
据悉，“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已连续举

办 8 届，今年的“自强之星”活动报名人数达
到 10746 人，覆盖了全国 32 个省级单位的高
校。 最终清华大学王世栋等 10 人获“中国大
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称号，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陈名利等 100 人获得“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称号，天津科技大学等 10 所院校获得优秀组
织奖。

2007 年起，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出资
5000万元设立的“中国大学生新东方自强奖
学金”，除奖励“大学生自强之星”外，还对部
分西部省份特困大学生进行资助。

我省 5名大学生获“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本报曾在头版报道的“袖珍男孩”张奇榜上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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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 日，2014 年“感动中国之感动
湖南人物”评选落幕，来自绥宁大山之中
的长铺镇第三小学(以下简称“三小”)校长
陈远鹏从 60 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用
他和一所学校的故事感动了湖南。

寒假已至，学校的 2500多名孩子已经
回家。他却“留守”在学校里，为一件更重要
的事情忙碌着：经过“八年抗战”，学校兴建
教学楼的计划已经完成了艰难的准备工
作，年前，他得抓紧时间把周边居民拆迁的
问题处理好，让工程顺利开工。

“八年抗战”绝对没有夸张。 2006 年，
陈远鹏通过竞聘成为三小的校长，履新之
初本该欢喜，他却陷入了忧虑：那时的三
小几乎是一个“烫手山芋”。 学校位于城
郊，办学条件简陋，仅有一幢教学楼，楼前
是坑坑洼洼的煤渣操场。 条件不好是其
次， 新建的学生宿舍留下 140 多万元债
务，沉甸甸地压在陈远鹏背上。

从那时候起， 陈远鹏的身上就常带

着一个笔记本， 写着学校的大事小事，8
年时间，8 个笔记本， 记录了学校的点滴
改变。

笔记本上记着学校欠下的债。 一笔一
笔，什么时候去哪里筹措，他列了详细的
计划表。 从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到地方企
业，能去的地方他都去过，能找人的他都
找过。 在他的努力下，学校终于在 2012年
摆脱债务的困扰， 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
路。 学校建起了塑胶跑道，铺好了硅 PU操
场……可陈远鹏却忙碌抽不出身照顾重
病的母亲。

他，在笔记本上写着学生的艰难。三小
留守学生多，有些孩子家庭特别困难。 陈远
鹏经常给学生垫付生活费、医药费、学杂费
等， 还带领学校师生先后为贫困学生捐款
累计达 20多万元，让他们顺利升上中学。

他， 在笔记本上记着老师的
困难。只要有老师生病住院，陈远
鹏都会前往探望； 逢老师家里有
婚丧大事，他都亲自主持，里外操
心；就连教师家属遇上难事，他都
不遗余力地帮忙……可却没人知

道，饱受胃病折磨的陈远鹏身上的痛。
陈远鹏在笔记的扉页写着：“情注桃

李，爱洒校园”，这不是一句名言，却是他的
座右铭。 他把这句话记在笔头， 更刻在心
里。今天的三小，已经是“全国青少年‘五好
小公民’主题示范学校”，是“湖南省示范家
长学校”、“湖南省生态文明示范学校”……
30 余项国家、省、市级荣誉纷至沓来，为学
校点赞，也为陈远鹏点赞。

他感动了湖南，却说那只是份内之事，
这个年近 50 的男人常常被另外一些东西
感动着。 这不，寒假刚来，就有返乡的三小
学生回到母校， 惊叹于曾经的小小校园已
经换了模样，曾经年轻的校长已两鬓斑白。
陈远鹏来到他们中间， 打量着每一个孩子
的变化，于他而言，没有什么比学生的成长
来得更感动。

———记“感动湖南人物”、绥宁县长铺镇第三小学校长陈远鹏

本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李红军

掐指算来，还有十多天就除夕了，
深居偏远山区教学点的教师亦陆续
奔赴集市备年货了，望着鳞次栉比的
高楼，鲜红动人的大灯笼，川流不息
的车辆，他们内心有一丝酸楚，期盼
更多关爱。

率先看望，并送慰问金
新邵县教育局工会率先走基层

慰问教学点教师，并送上慰问金。
1 月 31 日至 2 月 2 日，新邵县教

育局党委书记、局长李繁荣及工会负
责人来到潭府等乡镇，看望慰问教学
点的教师。

在潭府乡小团年教学点的一
间简陋办公室里，中间摆放着几张
旧课桌拼成的“会议桌”， 桌上一
杯热茶，桌下一个烤箱，李繁荣与
该乡 4 个教学点的 7 位教师围坐
在一起促膝谈心。 67 岁的老教师
石日华 2008 年退休， 因为教学点
缺教师， 他带病坚守岗位 6 年多，
为家乡教育事业贡献余热。赵文兵
是一名 90 后新进女教师， 她谈到
自己既要教书又要为学生煮饭炒
菜当“保姆 ”的疲惫与艰辛 ，还分
享了细心辅导二、四年级复式班学
生数学成绩由不及格到 80 多分的
喜悦。 交谈中，目光敏锐的李繁荣
发现了她五六个手指都开裂了，询
问中，赵文兵忍不住流下辛酸的泪
水，“山区本来就气温低、山风大，
为了不耽误上课时间，课间休息时
常用冷水洗好菜又匆匆赶到教室
上课。 ”李繁荣眼睛瞬间湿润了。

记者了解到， 新邵县共有 72 个
教学点，绝大部分教学点地理位置偏
僻、生活条件艰苦、学生生源稀少、教
学资源贫乏，200 余名教师常年在这
片落后、 贫困的土地上默默坚守、无
私奉献， 为 1800 多名学龄阶段的孩
子提供基础教育。

李繁荣承诺，倾听他们最真实的
声音，为他们提供基本的工作和生活
条件。

均衡师资，倾斜教学点
新邵县的教学点情况，其实折射

出我省农村教学点的基本现状。
（下转第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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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4日，春运大幕开启，归家心切的人们带着“礼物”踏上了返乡的旅途。
他带的礼物是玩具。 在长沙汽车西站候车的罗先生出门快一年了，他格外想念自己 7岁的女儿。“我们工地附近的小孩儿

都玩这个，所以就买了一个。 ”他指着给女儿买的“娃娃跳”说，希望女儿喜欢（图 1）。
他们带回家的“礼物”是宝贝儿子。在昆明火车站，一名“小候鸟”在候车室与父亲玩着游戏。一年的时间没回老家，“爷爷奶

奶想死他了”，他们得赶紧把孩子带回家（图 2）。
一年一次的春运大迁徙，数以亿万计的家庭盼着家人归来，即使你没有准备好礼物，也别放慢了脚步，因为回家，就是给他

们最好的礼物。 本报记者 余娅 /�文

画外音 回家是最好的礼物

图 2 胡超/摄图 1 黎鑫/摄

给孩子生命播下平安种子
15版 关注

2015 年法德英美留学新政

90 后王锐旭：
从网瘾少年到总理的座上宾

16版 广角

12版 留学

按国务院规定，2 月 18 日至 2 月 24 日放
假 7天。 本报 2月 19日休刊 1期，2月 26日和
3月 5日合刊出版。 祝广大读者新年万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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