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会爱心接力捐助“小烟漂”
在市工商联的带动下，各方力量向崇文学校伸出爱心之手
本报记者 姜宁

汽车商会

捐赠一辆校车

穿过一条坑坑洼洼的
街道，在烟台市芝罘区幸福
十二村，就能找到烟台崇文
学校。它因招收外来务工人
员 子 女 而 小 有 名 气 。2 0 0 4

年，出于子承父业的责任，
宋韶光接手这所学校。

为了解决孩子上学乘
车问题，今年5月28日，在市
工商联的帮助下，烟台汽车
商会向崇文学校捐赠一辆
校车。

据了解，学校曾买了 5

辆二手校车，现已超过10年
使用期限，为了保证学生安
全只能停用。3 0 0多个住得
较远的学生只能挤公交上
学。

“真感谢工商联、各商
会对我们的无偿捐赠。”宋
韶光感动地说，学校原来的
校车，已经破得不能用，幸
好，他们给予及时帮助。

张刚大篷车

捐赠2000册图书

“在工商联的带动作用
下，很多商会、社会力量都
积极对学校伸出爱心之手，
尽可能地贡献着自己的一
份力量。”宋韶光说。

崇文学校是民办学校，
相对于公办学校，在日常管
理、课程建设等方面差距很
大。“上级教育部门也下大
力气对我们帮扶，让学校走
上规范化的道路。”说到这
里，宋韶光这个瘦弱的汉子
深沉地低下了头。“现在，学
校虽然有了一辆校车，但全
校 有 3 0 0 多 名 离 家 远 的 孩
子，很多孩子要等一个多小
时，才能上车。”另外，学校
正在建设图书馆，建成后预
计需要30万册图书，幸亏上
次 张 刚 大 篷 车 给 送 来 了
2000多本书，但还差很多。

如何将这样一所普通
却又特殊的学校办好，宋韶
光一直在探索，却也面临着
很多难题。

建校初只有21间平房，招来8个学生
谈到崇文文学校的发展历

程，烟台崇文学校校长宋韶光无
限感慨。

宋韶光的父母都是民办学
校的教师，因为工资太低，不足
以养活家庭，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时候下海做起了生意，慢慢有了

一些积蓄。1994年，宋韶光的父
母来烟台走亲戚的时候，发现幸
福一带很多外来务工人员的子
女没有学上，便有了办一所“贫
民”学校的想法，再加上当时有
一些积蓄，就都投了进来。

“租了几间民房，再从家

里拉了几张桌子，学校就这样
成立了。”1995年9月开学第一
天，学校只来了8个学生。建校
初期，校舍是 2 1间平房，父母
住的屋子只有5平米。“父母都
是挨家挨户问人家，是否有上
学的孩子，就这样，才算把崇

文学校办了下来。”到了年底，
又陆续来了几十个学生，学校
才算初见规模了。

2000年，烟台市崇文学校扩
建中学部，2008年又增加了幼儿
部。学生也从最早的8个人发展
到现在的1500多人。

“孩子太懂事，为省钱吃弟弟的剩饭”
“这里的孩子非常懂事，特

别是小学部的，那么小的孩子，
每天放学回家，还要帮家里做饭
洗碗照顾父母，很多时候，我们
做老师的，都为之动容。”烟台崇
文学校副校长从蓉说，对很多家
庭条件特别困难的孩子，他们会
减免学生的学费。

8月2日下午，记者来到崇文

学校三年级学生小赵家里，十五
平米的房子里，摆着两张床、一
张桌子、一个煤气罐；闻到的是
一股发霉了的味；看到的，是小
赵患有类风湿病的母亲，和刚上
二年级的弟弟。

“她爸爸在一家私人塑料
厂里面做垃圾分类工作，一个
月的工资不到两千块钱，她妈

又没有任何收入，全家都靠着
这一千多块钱度日，既要供养
两个孩子上学，又要花费衣食
住行，还要给她妈妈治病。”宋
韶光说，小女孩很懂事，别的孩
子都在学校里吃饭，可她和弟
弟两人为了省 1 0元钱的伙食
费，每天从家里带一份米饭来
学校。先给弟弟吃，然后，她再

吃弟弟剩下的米饭。
在这破旧的小厂房储藏室

里，从小赵闪烁的眼睛里，记者
看到了一种东西，这是一种对知
识的渴求，对未来的渴望。

记者了解到，在崇文学校还
有很多像小赵这样的孩子，他们
有着不富裕的家庭，背负着娇小
的梦想，寻找着蓝天下的落脚点。

“ 像 小 赵 这 种 情 况 的 孩
子，在崇文学校有100多例，我
们学校也很为难，民办学校本
来就是自筹资金，遇到家庭困
难的情况，我们肯定要减免学
费，崇文学校每年的学费收入
在300万元左右，76个教职工每
年的工资支出要在1 5 0万元左

右，再踢除杂七杂八的支出，
每年能剩下十万块钱已是万幸
了。”宋韶光说。

记者了解到，烟台市崇文学
校教师的工资非常低，一个刚毕
业的大学生转正后工资只有
1300元，而教师中最高的工资也
不超过2000元钱。

“我们学校教师的平均工
资，只有1600元钱，但老师们都
很团结，因为大家都有同样的梦
想，想尽一份力量去帮助这些孩
子。”宋韶光说。

“对于教师，其实这么多年
最亏欠他们的还是工资。”宋韶
光说到这，又低下了头，“大家虽

然不说，但是我知道，我愧疚大
家，大家跟着我一起干教育，我
却很难保证大家的收入。”

宋 韶 光 说 ，他 们 一 直 努
力，让这里的孩子享受与公办
学校的孩子一样的待遇。他也
希望以后有更多人关心、帮助
这些孩子。

这里的老师月平均工资仅1600元

崇文学校的17年风雨路
老师工资最高不超2000元
本报记者 姜宁

临沂商会来校捐赠饮水
机消毒柜等设备。

（崇文学校供图）

在烟台，有这么一所学校，从它创立之日起就确定只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它的名字叫崇文学校。5月28日，汽车商
会向崇文学校捐助一辆校车。在市工商联的号召下，不少商会以及社会各方力量爱心捐助该学校。

▲尽管家庭贫困，但崇文学校的学生们拥有一颗求知的心。（崇文学校供图）

这里的孩子，尽管家庭贫困，但有一颗求知的心；这里的老师，每月
工资最高不超过2000元，但开心地坚守在教育的岗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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