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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孩子们能走出大山”
汶上九位农民捐资6 . 3万元献母校
文/片 本报记者 姬生辉 本报通讯员 孔军平

小楼小学地处山区，共有200多名学生，是

汶上县白石镇众多乡村小学之一，平凡而普通。

寒冬将至，教室内却洋溢着温馨的暖意，小学生

们在崭新的课桌上写着作业，幼儿园的孩子们

也享受到了空调的暖风。汶上9位农民自发筹集

6 . 3万元善款，改变了这所乡村小学的面貌。“我

们就想尽力为孩子们做点事，让他们的学习环

境更好一点，取得好成绩，走出大山。”

11月12日，汶上县白
石镇小楼小学内响起一
阵爆竹声，不大的操场上
坐了200多个孩子，近百
名家长代表也早早赶来。
操场北侧一字排开5张课
桌，桌上盖着红绸布，9位
戴着红领巾的成年人坐
在看台上，表情有些拘
谨。

“同学们，家长们，今
天我们要举行一个爱心
助学仪式，9位致富不忘
回报社会的爱心人士，为
我们带来了温暖……”随
后，台上的9位农民站起，

依次走到红色的捐款箱
前，将一个个包裹着爱心
款的信封投进去。没有发
言，没有到席领导，简单
的捐款仪式前后不到半
小时。

“前段时间到学校
时，发现课桌多已损坏，
看着让人心酸。”37岁的
王庆文是这次捐款活动
的发起人，他个子不高，
话音稳重而有力。这位从
汶上县东部山区走出的
农家孩子，现在是泰安一
家石材公司的负责人。11
月初他回老家时，无意走

进了儿时的母校，看到教
学设备的陈旧状况后，他
决定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11月6日，王庆文在
村子附近的一家小酒店
订了个房间，召集来8位
儿时伙伴。“小时候日子
过得苦，村子几年才考上
一个大学生，咱不能让孩
子 们 一 辈 子 窝 在 山 里
头……”席间，王庆文将
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并
带头拿出两万元，“我出
一万”、“我拿5000”……
在王庆文的带动下，大家
纷纷响应。

16日，一场秋雨的降
临，让人感到丝丝凉意。
记者走进小楼小学附属
幼儿园时，三间大教室内
的柜式空调正吹出阵阵
暖风。中午12点，孩子们
整齐地坐在小课桌前，正
惬意地吃着午餐。4岁女
孩王珂在幼儿园上中班，
冬天临近，娇嫩的小脸蛋
染上了一抹偆红色，“教
室里真好，比较家里的炉
子还暖和。”

15日，王庆文等9人

又运来三台柜式空调，
“我们上小学的时候，石
头屋、石桌椅，一到冬天
大家只能在昏暗冰冷的
教室内跺脚取暖。”26岁
的王继廷是捐款者中年
龄最小的一个。因为家
庭贫困，他初中毕业后
没有继续学业，而是跟
随长辈上山采石赚钱。

“那时日子过得很苦，早
上天不亮就背着锤子、
楔 子 上 山 ，天 黑 才 回
来。”后来王继廷在村内

办起建材厂，短短的几
年就将生意做到全国各
地。“钱是挣了些，但出
的都是苦力，谁叫咱文
化水平低呢？”

“我们为啥肯花钱
更新学校面貌？很简单，
希 望 孩 子 们 能 走 出 大
山，有个好前程。”王庆
文说，随着生意渐成规
模 ，他 也 越 来 越 吃 力 ，

“初中没毕业就辍学，只
能 花 高 薪 聘 请 高 级 人
才。”

“多拿出一些钱，就
能让更多孩子用上新的
课桌椅，就能让他们暖暖
和和的上课。”44岁的郭
云周是9位爱心农民中经
济条件较差的一个，他在
镇上的一家企业打工，收
入并不高。但王庆文一把
捐款的想法说出来，他毫

不犹豫地拿出3000元钱。
最近王庆文等9人又

有了另一个想法，他们准
备明年春天号召更多富
起来了的农民捐资20万
元，为学校添加6套多媒
体教学设备。“说实话，多
媒体是个啥东西我们都
不知道，但我们知道这东

西对孩子们有大用。”王
继廷说。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
多，小楼小学要发展成为
高标准学校，还要发动更
多爱心人士，一起出力。”
王庆文说，他准备利用自
己的社会关系，发动更多
人一起关注乡村小学。

6 . 3万助学款送到母校

“天冷了，不能冻着孩子们”

“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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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空调开放了，孩子们在温暖的环境中吃饭。

▲9位爱心农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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