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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暖 在 您 身 边

1月12日， 在株洲醴陵
举行的2022年下半年度“湖
南好人榜”发布仪式暨“中国
好人”与“湖南好人”现场交
流活动上，打造民乐版“放牛
班的春天”的李舒尤老人，受
到众人追捧。

今年78岁的李舒尤是一位能演奏十多种民
族乐器的演奏达人，原本安享晚年的他放弃城里
的舒适生活，回到家乡。历时7年时间，免费为留
守儿童教授民族乐器，让乡村孩子感受到了音乐
的美好。

七旬老人自掏腰包建音乐教室
免费教授民乐

进入寒假以来，株洲醴陵东富镇枧头洲村的
一条老街，每天都会传出悠扬的乐曲声，声音来
自一栋叫作“舒尤乐坊”的民宅。一群孩子演奏着
《浏阳河》、《红星照我去战斗》等经典乐曲，指挥他
们用不同乐器进行合奏的老人，就是李舒尤。

今年78岁的李舒尤自幼喜爱二胡、 竹笛等
民族乐器。

2014年底，李舒尤退休后回到家乡。发现村
里好多留守儿童因疏于管教， 沉迷于网络游戏，
便想着引导孩子们找到正确的兴趣爱好。于是自
掏腰包，购买民乐乐器，将自家老房子改造成“音
乐教室”，免费为留守儿童教授民族乐器，“把这些
孩子带好了，他们的爸妈都能安心工作。”

7年带了200多名“徒弟”
有人考上音乐学院

为了提高孩子们学习的兴趣， 李舒尤一边
不厌其烦地现场指导， 一边绞尽脑汁地寻找教
学方法。

在乐曲的选择上，李舒尤会选择一些耳熟能
详的儿歌和一些流行歌曲的曲谱， 让孩子们学
习，这样一来，学习兴趣有了更大的提高。在他手
把手耐心指导下， 最初把简谱里的do、re、mi、
fa、sol读成一二三四五的孩子们，逐渐学会完整
演奏一首首曲目。“来我这里学习的孩子，没有一
个中途放弃的。”李舒尤笑着说。

枧头洲村大多青壮年都外出务工，近五百户
由爷爷奶奶抚养的留守儿童。现在村里有了音乐
课堂，孩子们都愿意在这里度过假期。

短短几年时间，孩子们的器乐水平已经得到
了明显提高。2019年，李舒尤把当地30多个毫无
民乐基础的农村娃凑在一起，组建了能演奏十多
种民族乐器的少儿民族乐团。如今，这个乐团已
经发展到90多人的规模，在当地小有名气。

7年来，李舒尤共带了200多名“徒弟”，有的
在他的培训下学会识谱、弹奏多种乐器；有的考
上了音乐学院， 毕业后从事与音乐相关的职业；
还有更多小朋友参加才艺比赛获奖。

当退休老人碰上“低头族”的留守儿童，网友
们点赞说：这是中国版“放牛班的春天”。

■文/视频 全媒体记者 杨洁规 通讯员 陈君

互联网日新月
异，有件小事阿里默
默坚持10年：2013
年发起“天天正能
量”公益项目，关注、
鼓励传播“真善美”

的凡人善举。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
研究院1月12日发布的《“天天正能量”
项目十年评估报告》披露，项目迄今已
投入1亿元善款，累计奖励11570人。

10年花了一个亿，只为对平凡好人
说声“谢谢你”，感谢他们为社会带来了
正能量，值吗？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理
事长孙利军说，这件事不仅“值”，还要
坚持做下去。

■文/视频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田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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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凡人善举， 唤醒世道人心，“天天正能量”从
一开始就幸运地找到了同路人———拥有共同理念的
媒体伙伴：每一个人物故事的挖掘，每一笔公益奖金
的发放，都是项目组和媒体伙伴们联合进行的。

十年坚持，见证了什么？从年龄层来看，70后、80
后是各种正能量行为的中坚力量，而以90后、00后为
代表的新生力量也在迅速增加， 青年一代正扛起大
旗；从获奖群体来看，学生、医护、司机、农民、小店业
主，是始终如一的爱心群体，而新时代村官、快递员、
外卖员、网络主播、社区工作者等也不断涌现，获奖者
身份的时代特征日趋明显。

同时，凡人善举从以个人为单位，转向更多地以
家庭为单位。收留流浪人员14年的湖北黄石大爱夫妻
刘汉生和徐祝兰，6年骑行2万公里送教上门的湖南株
洲陈艳辉父女……十年来， 家庭获奖者占比持续上
升。2022年，有8%的正能量奖励最终发放给家庭。

十年里， 获奖者的地理版图也不断扩大。 截至
2022年底，获奖者已覆盖全国300多个地级市、1000多
个县级行政区。十年里，三湘都市报作为“天天正能量”
合作媒体始终携手同行。

下一个十年已经开始，“天天正能量”再次发出倡
议“我们头顶梦想，一路前行”，就像十年前一样。

排名前十，湖南人的正能量满满

据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项目十年评
估报告》数据显示，河南、浙江、山东、湖北、江
苏、四川、辽宁、湖南、陕西、黑龙江为正能量
获奖人数排名前十省份。从湖南省内来看，正
能量前三城市分别为长沙、株洲、岳阳。正能
量获奖者人数百强县榜单里还有长沙县、宁
乡市、浏阳市、岳阳县、新田县。

在湖南，阿里公益天天正能量联合三湘
都市报等媒体， 对很多湖南人进行了奖励。
换句话说， 就是这些正能量满满的湖南人，
他们的故事经过三湘都市报等媒体的报道，
以及联合天天正能量奖励， 使得湖南位列

“正能量获奖者人数排名前十省份”。2022
年，三湘都市报联合“天天正能量”一起报道
并奖励了33位正能量人物及两个爱心团体，
其中就有跪地救人的高三少年罗泽坤。因为
上学路上的偶遇，罗泽坤奋不顾身冲到昏倒
老人身边。做心肺复苏、人工呼吸，得知老人
抢救无效去世的消息后，他崩溃大哭。这是
少年最纯真炽热的心。罗泽坤是中国少年的
一处缩影，获奖后的他，最先想到的是，高考
后去学习更为专业的急救知识。

好人好报，是一种公益机制的创新

11570个获奖者的名字，每一个都生动
而具体。“弘扬凡人善举，为什么是阿里？”从
第一天上线起，“天天正能量”就面临着这样
的讨论。12日， 由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
究院发布的《“天天正能量”项目十年评估报
告》，从十年视角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
振耀说：“我们常说做好人难，做好事不被理
解，有时甚至会遇到种种非难、误解；‘天天
正能量’项目让德者有得、好人好报、有名有
实，这是一种公益机制的创新。”

十年前，“天天正能量”宣言中对此有着
最浪漫的表述：“你怎样，世界就怎样，你的
眼睛是光明的，这世界便不黑暗；你的心是
快乐的，这世界便不悲伤。”

十年后， 公益界专家学者追踪这十年
11570笔奖励，在项目评估报告中写下如此
评语：“始于对小而美的坚信，终于对人人公
益的实践。当个体善举的微光，通过社会评
价体系的放大，便会激励更多人效仿；这种
个体善举和社会评价体系的良性互动，有助
于建立起善的循环，这也正是天天正能量项
目十年来所积累的宝贵社会价值。”

10年投1亿
奖励正能量
弘扬凡人善举，阿里奖励11570人
湖南成为正能量获奖排名前十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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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舒尤在给孩子们上课。 通讯员供图

头顶梦想，媒体伙伴十年携手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