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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陵：师生结对，不一样的温暖不一样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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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妈，下周我要去学校参加军训

了，我舍不得你。”8月20日一早，炎陵县

垄溪乡学校老师刘筱婷家中来了一名手

拎着黄桃、满脸汗水的女孩。女孩名叫

黄文（化名），是刘筱婷班上的学生，也是

她“一对一”结对帮扶的“干女儿”。今年

中考考出 714 分的好成绩的黄文，在去

株洲市上学前特地来和恩师道别。

黄文住在中村乡龙凤村，是炎陵县

最偏远的地区之一。她的父亲因病无法

做农活，家中六口人的生计全靠母亲种

黄桃维持。黄文从小成绩优异，为了接

受更好的教育，她六年级时来到离家50

公里外的炎陵县垄溪乡学校寄宿。“我希

望她能走出大山，但孩子一人在外，我无

法在一旁照料，幸运的是遇到了刘筱婷

老师。”黄文的母亲最挂心的还是孩子的

教育问题。

2017 年，黄文上初中，炎陵县教育

局全面开展教师“一对一”结对帮扶建档

立卡贫困户学生的工作，帮助他们解决

实际困难。作为班主任的刘筱婷很快注

意到听话懂事的黄文。

争取教育扶贫补助、寻求社会爱心

资助、送学习用品……为了给黄文提供

更方便舒适的学习环境，刘筱婷让黄文

住到了自己的教职工宿舍。“黄文十分勤

奋，晚自习后，还会再学习一个小时，一

些不懂的问题我也能及时辅导她。”每天

晚上，黄文奋笔疾书，刘筱婷就在一旁批

改作业、备课写教案，忙完后师生俩聊聊

天谈谈心，“偷吃”点零食，关系越来越亲

密。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学校延

期开学。为了不耽误学习，刘筱婷直接

把黄文带回了自己家。“从元宵节到开

学，一直跟着刘老师吃住。”黄文的母亲

说，因为孩子课后报了培训班，周末也住

在刘筱婷家，备考期间只回过三次家。

“干妈，感谢您三年来的照顾和辅

导。”7月31日下午，查完成绩的黄文第

一时间和刘筱婷分享喜讯。

“这是她迈出大山的第一步。”出成

绩后刘筱婷不停地叮嘱黄文，高中会遇

到更多优秀的同学，不要太在意排名，调

整好心态，去军训实在受不了要和教官

说……“很多细小的事情，她比我妈妈都

更加关注。”黄文笑容里满是感动与不

舍。

感受到“一对一”帮扶温暖的还有鹿

园二小的张英（化名）。因为家庭贫困张

英一直很自卑，十分害怕和陌生人接触，

一年级时每天需要爸爸来学校“陪读”几

个小时，入学两年几乎不和同学交流。

读三年级时，学校教导主任罗红兵

和她“结对”。落实各项补助打款到账、

确保教育资助到位，这都不难，如何让这

个腼腆的小姑娘敞开心扉？罗红兵对此

一筹莫展。

“我是教导主任，学生本来就怕我。”

几番交流，罗红兵得知张英数学有些偏

科，“我刚好是数学老师，干脆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每次去张英家走访，罗红

兵便开展一次课后辅导。

“罗老师表面很严肃，其实人很亲切

温和。”记者见到张英时，这个女孩并没

有想象中的羞涩腼腆，而当记者提到罗

老师时，她话语里充满着感激。张英告

诉记者，现在自己数学成绩提高了不少，

在罗老师的开导和鼓励下，她尝试参与

到集体活动中，在班上也交到了不少好

朋友。

“目前，全县33所学校有1432名这

样的帮扶老师，通过一对一或者一对多

的形式和 3156 名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

结对。”炎陵县教育局资助中心负责人霍

志军介绍，每位老师帮扶一至三名学生，

在宣传教育扶贫各项资助政策、核实享

受资助情况的基础上，加强励志教育、心

理辅导、学习指导。

2017年以来，通过教师“一对一”结

对帮扶，炎陵县建档立卡贫困户学生应

补、未补和漏补得到有效落实，贫困学生

教育资助覆盖率达100%，无一人因贫困

失学。同时，师生结

对让这些贫困学生感

受 到 了 不 一 样 的 温

暖，越来越多的贫困

学子在老师们的帮助

与鼓励下走出大山。

盛夏时分，记者走进安仁县居民谭

春徽的家中，谭春徽兴奋地展示女儿谭

仪（化名）在上海沪东中华造船集团高级

技工学校上学的照片。

“她现在已经能单人开机械车了。”

照片中，谭仪正熟练地操作着机械器材。

谭仪站在父亲身后，一脸幸福的

模样。谭仪说，她去这所学校就读之前，

曾因是否继续上学的问题与父亲冷战了

好一阵。

2018年，初中毕业的谭仪面临着升

学的困境，贫穷的家庭无法支撑她继续

求学。

“父亲当时让我外出打工，为此我

一周没和父亲说话。”谈及往事，谭仪

的眼泪掉了下来，她告诉记者，父亲丧

失劳动能力，家庭收入来源只有母亲

微薄的零工收入与低保。虽然向往学

校生活，但谭仪也理解家庭的难处。“不

甘心，但我也做好了外出务工的准备。”

谭仪说。

得知谭仪一家的情况后，安仁县教

育局扶贫办主任许宇斌立刻来到谭春徽

家中，送去慰问的同时，也送去了上学的

希望。

“老谭，现在政策好了，你女儿能去

上海的学校读书，还不用花一分钱。”

许宇斌口中的“上海的学校”，正是安

仁县不断探索的职业教育办学模式。

2018 年，安仁县与上海沪东中华造船

集团高级技工学校、上海工商职业技术

学校等多所学校开展“两后生”培养，将

有升学意向的贫困家庭学生送往外地培

养。同时，对这些贫困家庭学生建立起

援助机制，免除贫困家庭学生学杂费，优

先安排贫困家庭学生实习、优先

推荐就业。

“是政府的

帮助，给了我脱贫

的机会。”谭春

徽笑着告诉

记 者 ，如 今

女儿读书的

费用有政府

兜 底 ，自 己

也能出去打

点 零 工 ，生

活也越来越好。

除了给贫困

家庭学生外出学

习的机会，安仁县还通过订

单式培养模式为学生稳定就业和家庭

脱贫提供有效保障。

“自 2011 年开始，安仁县与三一集

团等知名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办学协

议。”许宇斌介绍，根据协议，三一重工

在安仁县职业中专成立“三一班”，以精

准扶贫建档立卡户子女为主。“三一重

工每学期为‘三一班’学生设立专门奖

学金，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进入企业工

作。”许宇斌说。

家住安仁县渡口乡畔塘村的贺利

军曾是“三一班”的学生。2014 年，贺

利军初中毕业，可是仅靠爷爷奶奶的

低保无法维持贺利军读书的日常开

支。

贺利军一家脱贫的转机在安仁县教

育扶贫政策的全面落地。2014年，贺利

军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他得以顺利进入

安仁县职业中专就读。3 年后，他因优

异的成绩、建档立卡户的特殊政策，进入

北京昌平三一集团，成为了一名优秀的

机械工。

“现在一个月收入有8000元左右。”

贺利军说，摆脱贫穷对他来说已不是奢

望。“等攒够了钱，我会马上申请调回家

乡的三一集团。”贺利军告诉记者，这是

为了照顾年迈的爷爷奶奶，也是想回馈

家乡。

“安仁县深入实施校企合作和产教

融合，做大、做优、做强职业教育品牌，不

断提升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走出

了一条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职业教育发

展之路。”安仁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刘 英 自 豪 地 告 诉 记

者，“因贫失学在安仁

已 成 为 过 去 。 据 统

计，从2015年至今，我

县共有1100余名贫困

学生通过职业教育脱

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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