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合力捧出的午餐

“开饭了。”随着坳背村小姚校长一声
吆喝，洗好手，孩子们端正地在各自座位
上就座，等待开餐。

菜谱是一份南瓜、一份汤、一份香干
炒肉， 加一个鸡蛋。 孩子们吃得有滋有
味———厨师则是选择整个乡里做饭最好
的师傅。

讲台上，上海复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殷嵘当起了志愿者，亲自为孩子们
盛饭、装菜（复地集团先后认捐了新晃侗
族自治县布头降乡天雷小学、洞平乡坳背
村小学两校各两年的午餐）。

“接受馈赠的不只是孩子们， 同样还
有我们自己， 这里的孩子们眼中的纯真，
心中的希望， 一次又一次感染着我们，激
励着我们。” 殷嵘坦言。

同样具备爱心的企业还有拉手网，这
个团购网站发起团孩子的免费午餐活动，
通过爱心网友共同努力，共购买免费午餐
330431份，合计捐赠人民币991293元，并

决定将近100万元善款全部捐献给新晃侗
族自治县，用于免费午餐在该县的开展。

启动仪式上，“免费午餐”发起人邓飞
表示，健康的午餐只是第一步，接下来，项
目组将与政府和社会资源对接，继续推进
农村儿童、贫困儿童的大病医疗，图书室
建设，为孩子们提供多种维生素，帮助提
高营养改善学生体质。

一个贫困县的坚持
全县41所村小要全部开通免费午餐，

政府每年出资近60万支持民间的公益项
目，对于一个国家级贫困县来说，是一个
异常疯狂的举动。然而，新晃侗族自治县
教育局副局长蒲曾坤却认为事情并没有
那么难，“因为有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县
委县政府与一帮肯为百姓干实事的党员
干部。”

5月30日晚， 从防汛抗旱一线赶回县
城的县长张霞，顾不上吃饭休息，就与免
费午餐湖南项目组商谈免费午餐在新晃
下一步的运行。

小小的房间内，张霞县长坐在靠窗的
一张小椅子上，一边喝水，一边与免费午
餐湖南项目负责人、华声在线副总编辑杨
博智交流。田竑副县长、教育局局长姚斌
以及蒲曾坤坐在房间的另一头，“孩子是
家庭的孩子，也是社会的孩子，更是国家
的孩子。孩子的健康成长，应该由家庭、社
会、国家共同出力。”张霞非常认同杨博智
提出的观点。 观念的融合也为双方的合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张霞当即拍板由新晃
侗族自治县政府承担每个孩子每天1元的
餐费，并承担厨房的建设，为免费午餐在
新晃的铺开，疏通道路。

免费午餐带来的变化
疯狂过后，一切看似归于平静。然而，

有一个人并没有闲下来， 他就是蒲曾坤。
每一个到新晃调研的团队，第一个联系的
一定是他，因为他参与了每一所学校开餐
的前后。

8月25日， 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一支
大学生调研团队抵达新晃，开始对新晃免

费午餐的实施状况开展调研。
到达新晃的当天下午，蒲曾坤在办公

室接待了这帮大学生调研者。一谈就是三
四个小时，蒲曾坤详细地解答了学生们的
提问。

如今，大坪坡的孩子每天都能穿着崭
新的校服去上学，中午在学校能吃到健康
可口的饭菜。“孩子们的脸色都变了，从苍
白到红润。也能够毫不畏惧地与外面的人
交流。”坐在记者对面的蒲曾坤，聊起村小
的变化，平常不善言辞的他，突然变得口
若悬河。

“最大的变化就是观念的改变， 这是
免费午餐影响最深远的东西。”蒲曾坤说。

教育， 真的就是为了那个分数吗？为
了多考几个清华、北大吗？蒲曾坤一连用
了两个疑问句， 让记者不免有些吃惊。他
说，免费午餐在新晃的实施，让他认识到，
教育不能只为了培养尖子生，应该为大部
分人服务，为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
只有大部分人走出去，才能真正地实现脱
贫致富。

2011年9月2日 星期五 编辑/苏军华 图编/覃翊 美编/禹元杰 校对/苏亮 A15特别报道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新晃又有50名学生吃上“免费午餐” 另外37所村小将于近期陆续开餐

免费午餐“新晃现象”：侗乡教育梦

9月1日， 新晃侗族自
治县洞坪乡坳背村小50名
学生吃上热腾腾的“免费
午餐”，孩子们幸福地享受
着，笑魇如花。

截至9月1日， 新晃全
县已有4所学校开通“免费
午餐”， 每天为近200名贫
困儿童提供健康的午餐。
按照计划， 另外37所村小
也将于近期陆续开餐。短
短4个月时间内，“免费午
餐” 在新晃成为家喻户晓
的公益项目，“新晃现象”
成为全国媒体和网友赞颂
的焦点。

■记者 蒋小康 王立三
见习记者 陈新科

9月1日，坳背村小52名师生享受到热腾腾的免费午餐。 记者 王立三 石峰 摄

9月1日，自强图书宬新晃侗族自治县
坳背村小、 天雷村小图书室相继挂牌成
立。1000余本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赠的
书籍，给这两所山村小学增添了新的“知
识数据库”。

崭新的书籍摆放在2米高的三层书架
中，坳背村小图书室成了山里娃们开学后
的新去处。刚领到课本的孩子们开始在这
里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课外书。

“哇，有安徒生童话看了。”7岁的小男
孩姚伟在书架上寻宝成功，兴奋得合不拢
嘴，以前在县城里的书店看到过，可是妈
妈嫌贵不给他买。

6岁的小女孩田静今年读六年级，她
在书架上选择了一本图文并茂的《我是魔
术师》， 津津有味地翻了起来，“电视里看
到过刘谦叔叔变魔术，希望自己也能那么
厉害。”

这些图书是由Up向日葵的记者肖智

慧在长沙书店里精心挑选的。“孩子们
都喜欢你选的书，可能是因为你比较接
近儿童吧？” 同行的记者与志愿者开起
了她的玩笑。书架和书籍则由乐巢酒吧
组织的巢人街拍活动提供赞助。

“看到孩子们能读到城里孩子才有
能力购买的书籍，拓展知识面，作为教
育工作者，我感到很高兴，再苦再累点
也值得。” 新晃侗族自治县教育局副局
长蒲曾坤感慨。

这位从山里走出来的副局长就是
两个书架的“搬运工”。书架是从长沙发
货，因为新晃货运不发达，只能发到怀
化。8月31日下午， 蒲曾坤借了一台车，
亲自到怀化搬运书架，晚上11点多才赶
回。

■见习记者 陈新科
记者 王立三 蒋小康

“哇，有安徒生童话看了”
三湘华声自强图书宬新晃再开两个图书室

9月1日，自强图书宬落户坳背村小，孩子们兴高采烈地翻阅书籍。
记者 王立三 石峰 摄

爱心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