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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支教九年，资助300余名学生、救治37个孩子

他走进大山，更多孩子走出大山

陈丹 赵云龙 济宁报道
通讯员 刘菲 徐鹏翔

打工支教

微山县欢城镇尹洼村，一间
普通的卧室，不大的床上铺设着
整洁、素雅的床单被子，旁边除了
书桌、椅子、橱柜，再无其他家具，
显露出主人朴素的生活方式。这
间屋子是尹洪伦在老家的卧室。

“每年他在家里待不了几天，
因为在远隔上千公里之外的大凉
山，有他割舍不下的学生和孩
子。”尹洪伦的母亲陈洪英说。

“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告
诉我们长大后要到西部去。那时，
虽然还不知道西部是什么样子，
却在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后来，志
愿者、支教等字眼反复在脑海中
闪现，愈发驱使着我成为一名支
教老师。”尹洪伦说。

2015年11月，尹洪伦第一次
来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
县拉马镇（原拉木阿觉乡）马依
村。这里的自然环境很好，但基础
设施较差。

“那时候，孩子们在简陋的教
室里上课，眼睛里尽是对知识的
渴望。”尹洪伦感慨地说，高中阶
段，他极度渴望能有人伸出手拉
一把，但迟迟没有等到。因为淋过
雨，所以更想为人撑起一把伞。就
这样，当地艰苦的环境没有吓退
尹洪伦，反而让他义无反顾地留
了下来，成为马依村的第一位支
教老师。

在马依村，尹洪伦主要教英
语和音乐，他希望用英语为孩子
们打开认识外面世界的一扇窗，
用音乐滋养孩子们的精神世界。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放，采
一朵送给我小小的姑娘……摘朵
花瓣做翅膀，迎着风飞扬。”在尹
洪伦教的音乐课上，《萱草花》是
孩子们最喜欢唱的歌曲之一，浪
漫悠扬的曲调让孩子们跳出日
常，快乐、自由的表情，渐渐洋溢
在天真的脸庞上。

尹洪伦是义务支教，没收入
来源。为解决温饱，他常常往返大
凉山与重庆等地，在支教、打工、
支教、打工中来回奔波。这样往复
虽辛苦，他却从未退缩。2016年他
的支教事迹被人知晓，外界开始
向支教队伍捐款、帮扶。这一年，
尹洪伦在节衣缩食之中成为全职

支教老师。

求医奔波

随着走访的深入，尹洪伦发
现这里的儿童较多，而且不少人
都是留守儿童、单亲家庭，尤其一
些患有疾病的孩童，由于家里条
件差，往往得不到及时治疗。

“我第一次见吉克拉作时，她
刚10岁，身高不到1米，体重10公
斤左右，看上去五六岁的样子，站
在哥哥身后，怯生生的。”尹洪伦
回忆说，吉克拉作小时候患中耳
炎，未得到及时治疗，恶化为肿
瘤，导致听力受损，她也不会说
话。吉克拉作的父亲去世、母亲改
嫁，她跟哥哥相依为命。

帮小姑娘治好耳朵，让她听
见声音，成了尹洪伦的最大心事
儿。“当时，我扯下小学作业本中
的一张纸，跟吉克拉作的监护人
和几位亲戚签了协议、按了手印。
约定帮吉克拉作筹集手术费用，
带她去大山外求医。”

就这样，尹洪伦带着吉克拉
作和沉甸甸的期望，一边在朋友
圈发布消息筹措手术费用，一边
辗转西昌、成都等地求医，但并不
顺利。直到重庆永川的网友将吉
克拉作的情况介绍给重庆医科大
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康厚墉医生。
他愿意为孩子看病。

在康医生帮助下，吉克拉作
接受了手术。尹洪伦还用善款
给吉克拉作佩戴了助听器，让
她第一次走进了有声世界。“后
来我又带吉克拉作坐了两天一
夜的火车去往北京，找到一家
康复机构让她上学，现在的吉克
拉作已经能做简单的交流了。”尹
洪伦欣慰地说。

生命之重

吉克拉作是尹洪伦救助的第
一个孩子。之后的日子里，他徒
步、搭便车、骑行，愈发频繁地穿
梭在凉山彝族自治州5个县城、12
个乡镇、25个自然村，走访需要帮
扶的家庭和孩子。

然而，曾经的一次救治经历，
几乎摧毁他的心。“有一个身患白
血病的孩子，我也是跟其家人签
了协议书，把孩子带到城市求医，
但最终没有救下来。”尹洪伦的声
音有些颤抖，一条生命在眼前离
开了，让他怀疑自己的行为。“是
不是让患儿留下来，跟家人呆在
一起会更好？”深陷自责的尹洪伦
暂时专注支教，不再进行病患儿
童救治。

“有一天，我听说小禾患有心
脏病，因没钱继续治疗而去世。我
非常难过，尽管有时无能为力，但
感觉还是要做些什么。”尹洪伦说。

“帮助大凉山孩童求学，支持
支教老师筹集生活补贴”“大凉山
的芒果义卖”……这些年，尹洪伦
通过朋友圈义卖、社会公益捐款
等，持续帮助大凉山儿童上学和
弱势群体求医。马阿呷、沙古石
洛、的么乌则……9年间，尹洪伦
已帮助救治37个病残孩子，资助
300多名在校学生。他还在大凉山
建起3所“彝起爱 天使之家”，努
力帮扶更多的儿童。

其实，翻翻尹洪伦的朋友圈，
里面最多的是感谢。医院的爱心
救助、康复中心的援助、志愿者的
无私帮扶、社会的爱心捐款，一笔
笔帮助、一点点爱心，他记录得清
清楚楚。

“一路走来，我并不孤独，大

家的捐助、帮扶深深感染着我，鼓
励着我。”尹洪伦说，这些爱就是
改变的力量。今年春节，他带着4
名孩子走出大凉山，回到微山老
家过春节，让孩子们看看大山以
外的缤纷世界。

纯粹的人

“知道孩子们要来，我提前收
拾好了房间，腾出屋子。我和家人
暂时搬到其他住处。”对于儿子的
支教事业，尹洪伦的母亲陈洪英
说，除了支持，她更多的是担忧，

“担心他吃不好、穿不暖”。
陈洪英的担心不无道理，作

为地地道道的北方人，尹洪伦更
偏爱面食，美姑县的饮食以米饭、
土豆、红薯为主，而且菜肴很辣，
在这儿生活多年的尹洪伦仍然吃
不惯，每餐都吃得很少。

2023年11月，尹洪伦的大姐
尹洪燕曾到美姑县看过弟弟。她
说，“弟弟吃得稍可口的饭菜就是
稀饭。他本来就很瘦，现在体重不
足100斤。”尹洪燕说，她在的几天
里常出去买菜，给弟弟做家乡的
菜煎饼，尹洪伦吃得才多了一点。

“弟弟做的事情，不是一般人
能接受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
的。”尹洪燕难掩激动地说，弟弟
过得太清苦了。

在儿时玩伴尹吉鹏、尹建冲
的印象里，尹洪伦一直是一个善
良、乐于助人的人。“我们从小学
三年级就认识，对于尹洪伦的支
教我一点也不意外。”尹吉鹏说，

“上学时，班里定教辅材料，他会
主动帮同学们与商家谈判，因为
团购的价格会更便宜一些。对困
境中的同学，他会自己贴钱，帮同
学订购”。

尹建冲是尹洪伦的发小，也
是他关系最好的朋友。两人的小
学、初中、高中一直在同一所学
校。若干年后，尹建冲在北京工
作，尹洪伦成了支教老师，他曾帮
尹洪伦的学生们联系北京的医院
和康复中心，两人因此拥有更多
交集。尹建冲回忆说，“尽管有不
同的声音，但他还是一如既往地
做着”。

“他支教期间，在老家建筑队
干活的父亲患上了腰间盘突出，
急需手术。得知尹洪伦没有手术
费用，大家自发捐款。”尹建冲介
绍，了解尹洪伦的事迹后，医生、
网友们共汇集捐款10万多元。不
过，老爷子做完手术后，尹洪伦又
把剩余的钱，一分不差地捐了出
去。“我曾劝洪伦把这笔钱留下，
给老爷子买点补品或贴补家用，
但他严词拒绝了。他说，公益是一
件很纯粹的事情，他不想掺杂其
他的，那样会让公益变质的。”

尹建冲说，“在我眼里尹洪伦
是一个高尚、纯粹的人，我很敬佩
他。支教一年、两年容易，但支教9
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这需要坚
持，更需要勇气”。

希望之桥

5月14日晚8点，重庆的一间
舞蹈室，曲么日作正练习着现代
舞。跟随音乐节奏，她摆荡、延
展、振动，一举一动爽利又潇
洒。“我喜欢跳舞，跳起来的时
候可以什么都不用想，自由自
在的。出出汗之后，心里也很舒
服。”曲么日作说。

目前在重庆读大专的曲么日
作，是尹洪伦救助的学生之一。

“第一次见尹老师是2016年，他来
我们村里支教，后来又在外婆家
的村子见过一次。当时尹老师见
到我很惊讶，‘这个时间不是应该
待在学校里吗’。”曲么日作说，她
家里兄弟姐妹众多、爸爸还生着
病，没钱继续供她上学。“是尹老
师告诉我，一定要继续读书，他并
一直资助着我”。

“我是听了尹老师的话，才走
出大山，到重庆读书的。”曲么日
作说，这与她原来对生活的想象
完全不同，“如果没有继续读书，
或许我会像家乡的多数人一样，
早早结婚，生两三个孩子，重复着
父辈的生活。尹老师拯救的不只
是我，更是我们的家庭”。

近日，尹洪伦帮8岁的沙古石
洛，在重庆找到了一间特殊教育
学校，正办着相关手续。安排妥当
后，他将继续在当地支教、救助。

“我们愿做希望之桥，既连接着大
山和城市，也在某种程度上，连接
着绝望和希望。”尹洪伦说。

济宁市微山县欢城镇的尹洪伦是一名90后，年纪不大但已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支教9年，先
后资助在校学生300余名。其间，他教孩子们英语、音乐，富足孩子们的精神世界，用瘦小的身躯，撑起一座由
大凉山通向外面世界的桥梁。尹洪伦和他的“彝起爱 天使之家”团队还开展医疗救助活动，已救治37个病残
孩子。这些爱的数字，仍在持续更新中。

尹洪伦在凉山彝族自治州美姑县给大山里的孩子们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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