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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孤独的感受，无法与其他人“分享”
支教，让学子们感受到了寻梦的新鲜与快乐，也承

载着求索的劳苦与艰辛。
“首先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工作的繁忙。在学校，即便

是考研之前我们也可以八点起床看书，而作为老师，早上
六点就要洗漱完毕和学生一起上早自习。”杜以恒是赴山
西灵丘支教队12名成员之一，也是队长，这位中文系的男
生，每10天要承担40节语文和政治课的教学任务。

山西省灵丘县的平型关寄宿制学校、上寨中学、下
关中学是山大研究生支教团坚持支教十六年的地方，
这里不仅交通闭塞，互联网也是“奢侈品”，至今依旧使
用拨号上网。

除了教学任务繁重，太行山冬天的寒冷和一年四
季物资的紧缺让支教团成员备受煎熬。“十月入冬，四
五月才是春天，在零下二十摄氏度的山里，裹着羽绒
服，吃着单调的土豆炖白菜，再看到朋友圈中同学们晒

着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就突然有种与世隔绝之感。”
杜以恒说，看到大家晒食堂，都觉得幸福，那种感受只
有自己知道，跟谁也说不清楚。

与这些生活、教学上的苦相比，所有的苦都苦不过孤
独，这种孤独的感受是无法与其他人“分享”的。大山里的
空气很好，天很蓝，四处很安静，但每天一出门四面都是
山的生活着实难熬。“那里的山不同于南方，一到冬天就
变得光秃秃一片，四面八方都是灰暗的冷色调。”杜以恒
说，每到周末时老师与学生纷纷回家，偌大的校园就只剩
下了杜以恒和他的三位同学，安静得吓人。

与山西的艰苦不同，在新疆伊宁二中和伊宁四中
支教的同学感受的孤独来自文化的差异，那里70%以
上的人都是少数民族，“我们要做得更多的是互相了
解，互相尊重，给他们带去更多有用知识。”第十五届山
大研究生支教团团委书记于青民说。

成长：哪怕影响到一个孩子，也值了
“孤独是最智慧的，也是最痛苦的，它因痛苦而智慧。”

山大学子克服困难的方式，是自己去思考。利用一年的时
间，为支教地创造恒久的价值，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

在寂寞的大山中，杜以恒思考了许多平时没时间
思考的事情。“当地的很多家庭，都坠入了一个循
环——— 家长外出打工，孩子留守家中，得不到优质教育
的孩子，长大后继续外出打工。而破解这种循环的方
式，就是启迪孩子们的智慧。”杜以恒说，哪怕影响到一
个孩子也值了。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为了让孩子了解“外面的
世界”，身在新疆和山西的支教队伍纷纷在书本上做起
文章。杜以恒和上寨中学校领导多次沟通，最终为孩子
们争取到了每周一节的阅读课时间；第十五届支教团
新疆分队提出“薪书”计划，根据当地学生需求，与出版
社联系最低折扣购买图书，让书籍“薪火相传”，至今，

新疆伊宁的图书馆里已经有1300余本靠谱好书。
“从去年，支教团着手为‘飞翔的梦想课堂’项目做准

备。”山大团委书记马晓琳说，该项目是针对支教地优秀
师资缺乏的现状，通过远程教学，为当地学生提供优质课
程。该项目曾参加2013年中央电视台“社区英雄”的评选，
获得25万元的“梦想基金”。

在新疆伊犁的同学们将支教扩展到了更多地区。
“利用日常的空余时间，到当地贫困乡的小学支教。”于
青民说，他们以志愿者的身份加入当地“红领巾爱心辅
导班”，与特殊家庭的孩子结成对子，“陪伴他们成长”。

采访结束时，杜以恒动情地说起一包“野山杏”，怕
放到行李架碰坏这些野山杏，杜以恒一路把山杏抱在
腿上。这是孩子们听说“小杜老师”要和他们告别，大清
早到山上采的。“捧着孩子们给的野山杏，看着他们脸
上绽放的笑容，我觉得一年的付出都值了。”

挪威戏剧家易卜生曾说，青年时种下什么，老年时就收获什么。
青春的迷人之处，正在于那些无法预知的未来，让青年时代有了数不尽的可能。
人们常说，青年时代是最恣情的时光，自信和希望是青年的特权。年轻时，不怕时

光走太快，更不怕奋斗来不及。但是，年轻只有一次，青春不能重来。
“青春不一样”，讲述青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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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7月19日讯(记者 王光营 实习
生 谢誉元) 14日晚，济南市舜耕小学的师生
来到本报暑期实践基地，亲手制作报纸，体验当
报人的快乐。目前，暑期实践活动可接受团体报
名，想带孩子参加可提前预约。

“快看，快看，这是我亲手做的报纸。”14日
晚上，作为本报暑期实践基地的首批客人，舜耕
小学四年级七班的孩子们来到大众传媒大厦，
跟着编辑、美编老师们学习做报纸的秘密。

在记者的带领下，同学们体验了稿件的采
写、编辑、图片美编、组版、校对等各个环节。为
了让每个孩子都能体验到亲手做报纸的乐趣，
编辑老师们手把手教给孩子们整个操作流程。

此外，孩子们还以“暑假我想去的地方”为
题，每人创作了一幅图画，用画笔和文字将心目
中的暑假描绘出来。在专业编辑的指导下，将图
画和文字做成新闻版，在本报进行刊发，体验自
己的作品变成新闻的乐趣。

目前，本报暑期实践基地还在接受报名，由
于场地有限，本活动只接受团体报名，每次可接
待十余名学生。

如果您想参加，可拨打电话0531-85193746

预约。

快来齐鲁晚报

制作自己的卡通报

济南全福教育，关爱孩子终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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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用1年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
7月21日是再普通不过的一天，但对于24位刚刚大

学毕业即将远行的山东大学毕业生来说，这将是不平
凡的一天。

21日，山东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24名成员将誓师远
行，分别前往位于祖国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
伊宁县和位于太行山的山西省灵丘县支教一年，为当地
的孩子送去全新的知识与理念。“这已经是第十七届研究
生支教团了，像这样坚持十几年的案例，在全国范围内都
是少见的。”山东大学团委书记马晓琳说。

“我们选择停下来，用一年的时间去支教，就像现
在流行的‘间隔年’，体验不一样的生活。”7月11日刚刚
从伊犁支教归来的第十六届支教团新疆队队长程广沛
说，在支教中度过的“间隔年”，挺有意义。

第十六届山大研究生支教团的23名大学生来自祖
国的五湖四海，仅前往新疆的11人，就有汉族、畲族、苗

族等多个民族的学生。他们支教的初衷各不相同，但都
有纯洁的理想，希望为知识匮乏地区做出自己的贡献。

“第十六届新疆支教团里，有人已经获得了本校或
外校的研究生保送资格，但最终都放弃了。”在程广沛
看来，支教改变了旧有的观念，提升了自己的见识，那
段时光无限美好。

在数届支教团成员中流传着一句“名言”——— 用一
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正是这句话，仿
佛给支教赋予“魔力”。

一次出门办事，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的程广沛坐
上前往州团委的公交车，正当他听着维语不知所措时，
一位当地维族小伙察觉了他的窘迫，随即攀谈起来。听
说程广沛是来支教的老师，懂汉语的维族小伙主动要
求先送程广沛去州团委门口。“当地民众对我的帮助打
消了我的担心，真的令我们感动。”

本报记者 许亚薇 实习生 方炯升

烈日炎炎的七月，有个特殊的名字——— 毕业季。大学毕业，是学子们开启人生新
篇章的时刻，求职、深造、出国……每一种选择中都饱含着无限的梦想与希望。然而，
在山东大学有一群特殊的学生，本科毕业，他们选择坐上火车，前往未知的远方，凭借
自己的学识与努力，为祖国知识匮乏地区的孩子们带去未来的希望。

山西灵丘县，孩
子渴望知识的笑颜。

第十三届支教团与灵丘县下关中

学学生合影。

第六届支教团张文翠在上寨

中学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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