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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个月大小女孩
意外去世

父母决定
捐献器官
□记者 李梦楚 通讯员 郑洪桃

本报讯 日前，一个 18 个月大

的小女孩因意外导致颅脑重度损

伤，被紧急送往市一医抢救。遗憾

的是，小女孩伤势过重，经医护人员

积极救治仍无力回天。孩子父母牵

着那只小小的手，悲伤不已。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当医生向

孩子父母提起器官捐献的建议时，

沉浸在悲痛中的年轻夫妻经过一番

思索，毅然做出了捐献女儿器官的

决定。不善言辞的父亲难掩悲痛，

一边泪流满面一边说：“让她去救其

他人，也是活着。”最终，小女孩捐献

了肝脏、双肾及一对眼角膜。

据了解，如果一个人的各项器

官功能良好，器官捐献可以帮助 10

多人。他的生命将在 10 多人身上

得到延续。

□见习记者 李悦 俞轶炜

近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则关

于浙江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前往四川大

凉山昭觉支教的报道，文中的主人公

是我市 95 后小伙朱锴治。他住在城

区三马路，自小怀揣教师梦，2017 年

毅然加入了浙大研究生支教团。支教

的一年时间里，他与当地孩子建立了

深厚的师生情。

到最艰苦地方支教
“我从小就喜欢站在讲台上的感

觉，大一大二暑假都有去浙江西部山

区短期支教的经历。我想尝试一下在

西部长期支教究竟是怎样一种体验。”

但是，加入支教团的过程并不顺利，朱

锴治的妈妈起初不理解他的决定。

“我妈知道我要去支教的时候，

一个星期没吃好饭。我去支教完全

打乱了她心里对我的未来期许和规

划，更重要的是她知道我要去大凉山

了，这个地方对于我们来说都太陌生

了。”然而，朱锴治并没有轻易放弃，

“我就一直坚持着前往西部支教的态

度，我妈冷静了一段时间后也终于想

通了。”

得到了家人的支持，朱锴治选择

了前往支教地区里条件十分艰苦的四

川昭觉。“当时知道这个地方是艰苦

的，但没怎么把这因素放心上，只是觉

得从昭觉支教回来的学长学姐都挺有

趣 的 ，也 就 填 了 。”朱 锴 治 笑 着 说 。

2017 年 8 月 31 日，朱锴治与三名团员

一起，踏上了昭觉这片土地。

一年教下来嗓子都哑了
“刚到宝洁希望小学的时候，出乎

意料的是我所支教的学校条件真的很

有限。”2500 多个孩子的学校，没有食

堂，没有运动场，泥地里搭块水泥板就

成了一张乒乓球桌。有的孩子在临时

搭建的板房里上课，三四个人共用一

张课桌⋯⋯

“到那里之后，我们都出现了水土

不服的症状。当时四个人都生病了，

后来慢慢适应了。但是大凉山冬天比

较长，还是比较难熬的。”他说。

朱锴治负责二年级 3 班的数学

课，同时还要上音乐、体育等副课，一

周有 16-20 课时。平时作息很有规

律，有早课时每天 8 时前到学校，午饭

与孩子们一起吃，下午4时30分放学，

即使没课的时候，他也喜欢待在学校

里。

“因为班大人多，我从头至尾都得

大声上课，一年下来患上了咽炎。为

了让每个孩子都记住乘法口诀表，午

休或放学后一个个当面辅导。遇到作

业做得不好的学生，还要辅导他们写

完作业后再放学。”98 人的超大班额，

带给朱锴治批不完的作业和试卷。

相比其他团员，朱锴治身上的担

子更重一些。除了日常工作，他还是

支教团公众号的负责人，从文案的撰

写到编辑，再到最终发出都由他一人

负责。他认为，外界对大凉山的了解

太少，想通过公众号向大家展现大凉

山的真实面貌。在“暖冬行动”中，公

众号起了很大作用，支教团的朋友们

看到推送后都积极转发。许多人因此

深有感触，这让他觉得付出都是值得

的。

朱锴治说，其实很多时候那里的

孩子跟大山之外的孩子并没有什么

区别。有些孩子会偷偷吐槽“朱老师

太凶了”，但他知道孩子们还是爱他

的。孩子们从别的老师那得知他生

日时，给他塞了一堆棒棒糖。孩子们

的淳朴与善良给他带来了很大的触

动。他们在家里要帮父母干农活，在

学校要弄懂对他们来说并不简单的

数学概念。可喜的是，朱锴治所带的

班级多次获得全区平均分第一名的

好成绩，这让他觉得十分自豪。他

说，98 个孩子取得的成绩就是他一年

来最大的财富。

学会以成人方式处世
上课之余，支教团还在团长周亚

星的带领下，联系企业、基金会和爱心

人士，一笔一笔地谈资金，一户一户人

家实地确认助学信息。一年时间里，

他们走遍了大凉山里近 30 个村子，运

营“千人圆梦”“暖冬行动”“求是筑巢”

三个慈善项目，共筹集物资近 350 万

元，修缮希望小学1所、便民吊桥1座、

图书室2所、引水工程2处、校舍3处。

“ 朋 友 都 说 这 一 年 我 改 变 了 很

多。”这一年，朱锴治从一个学生变成

了一个教授多门主课的老师，学会了

以成人的方式面对处世规则。“按我以

前理想化的人生规划，要去做公益。

但经过这一年的支教后，我会以更全

面的角度重新看待公益事业。”这一

年，朱锴治少了些盲目，多了些沉稳。

“面对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事，我也会有

更多的独立思考，而不是只听他人怎

么说。”

“这一年下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就是学会了共情。”朱锴治说，共情和

同情不一样，现在的社会同情很廉价，

也很容易被煽动。但是，共情是自己

设身处地的去接触过，并且把自己的

心切切实实的放入他们的环境中去。

“看待不同阶层的人都要站在对应的

价值规则和所处的社会发展水平中去

考量。”朱锴治希望自己能一直保有共

情能力。

一年的时间不长，他还有太多的

遗憾，不论是对孩子们的关怀，还是自

己带给他们的改变都还远远不够，这

需要支教团一年又一年的努力，也需

要他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朱锴治真切地希望想要支教的志

愿者，不要太急迫，做好吃苦的准备，

切切实实把自己的心沉入到当地的风

土人情中去。了解当地孩子与村民的

喜怒哀乐，了解他们的难处，了解他们

的幸福点，尽自己的全力去解决一些

问题。正如他的支教宣言一般“永远

抱以热忱，永远不忘初心”。

日前，市远通公交公司从本报上得知后岗头村里部分西瓜种植户因年龄大、行动不便导致西瓜滞销，结合“为一

线公交驾驶员送清凉”活动，上门采购了900公斤“爱心瓜”、60箱“爱心梨”，为一线公交驾驶员送上夏日里的一份“清

凉”。 通讯员 孙宇君 记者 章芳敏

一个“爱心瓜” 清凉两群人

与四川大凉山深处孩子同成长
我市95后小伙朱锴治的支教故事

公益广告

改革开放不忘固国防

，科学发展不忘兴武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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