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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广超：

用用青青春春点点亮亮高高原原孩孩子子的的梦梦想想

今日山航 S07

本报记者 高倩倩

瞒着父母毅然辞职
背起行囊西去支教

初见马广超，是在这一年
的高考季，已经远离高考很多
年的我们，若不是身边有要高
考的父母或学子，也只能在记
忆里寻找一下紧张的记忆了，
可马广超却依然很关注高考的
信息，因为，他当年在玉树支教
时教过的孩子们今年有几个要
参加高考了，他也通过微信等
方式为孩子们加油打气。

现在的马广超在泰安一家
公司上班，每天忙忙碌碌地工
作，他俨然习惯了这种“上班
族”的生活，可是那远在玉树的
孩子们和那些支教的回忆经常
会浮现在脑海里。

2006 年，马广超从山东潍
坊教育学院大专毕业，各种支
援西部教育的介绍铺天盖地，
宣传页上孩子们的小脸微笑
着，让他动了去西部支教的念
头，但作为家里的独子，每次和
父母聊起要去支教的话题都会
遭到坚决反对。毕业后，他在青
岛找了一份工作，待遇不错，也
很稳定，就在大家都以为他要
安定下来的时候，他从网上看
到了“格桑花西部助学”项目，
去支教的想法再次跃出脑海，
工作一年后，他毅然辞职，拨通
了相关网站上招募志愿者的电
话。

2008 年 3 月 21 日，拿着
在青岛上班攒下的 3800 元钱，
23 岁的马广超瞒着家人，孤身
一人踏上了西去的列车，从泰
安到西宁坐 26 个小时的硬座，
再从西宁坐 20 个小时的大巴
到玉树，想要到支教的村子，就
只能搭顺路车，“有的时候一天
都等不来一辆车。”马广超说，
这一趟单程的路途就要最少三
天的时间。因为舍不得坐飞机，
在玉树支教的六年，马广超每
次往返家乡和学校，都是采取
这种交通方式。

签下支教“生死书”
最艰苦的地方
一呆就是六年

几经波折，他终于到了玉
树教育局，他主动对接待人员
说，要去最苦的地方，一切费用
自己担，一切责任自己负，还签
了一年的支教协议，工作人员
考虑再三，决定偷偷地把他派
驻到条件相对较好的囊谦县吉

尼赛乡中心寄宿小学，安排他
搭乘进山运送物资的车辆，并
悄悄地告诉司机将他放在吉尼
赛乡，谁知道司机却忘了停车，
阴差阳错竟将他一路带到了囊
谦县条件最艰苦的麦曲村麦曲
小学。

麦曲村位于海拔 4600 多
米的半山腰，一年有近十个月
下雪，最低气温达零下 42 度，
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手机没有
信号，平常吃的蔬菜只有土豆
和卷心菜。那晚，尽管穿着羽绒
服，又盖了两床厚被子，马广超
仍然冻得打哆嗦，伴随着严重
的高原反应，头晕目眩，四肢发
麻，恶心呕吐。

“那时，全校只有 1 个班
级、2 间教室、3 位老师和 4 间
近似危房的宿舍。”马广超说，
当时学校里没有汉语课，孩子
们说的是藏语，他听不懂，学校
的老师帮他翻译了两堂课，后
面就全靠手势和实物示范了。
他跟学校一名会汉语的当地老
师学藏语，慢慢地也能通过简
单的藏语和肢体语言与学生沟
通。

因为学校的任课老师有
限，除了教授汉语，马广超还自
动担任起了数学、体育等科目
的老师。马广超说，因为教育观
念落后，当地孩子的辍学率很
高，他经常走几十里的山路去
学生家家访，为的就是劝孩子
们能重回课堂，“到最后有些家
长都怕了我，在家门口远远地
看到我就说‘明天一定送孩子
去学校’。”

马广超坦言，最初去支教
时，只想做一年，“当时只想把
支教经历当做一次锻炼”。马广
超说，但真正到了那里才发现，
孩子是多么需要他。

2008 年 9 月，当得知还有
比麦曲更困难的地方，马广超
离开了麦曲小学，来到只有一
名代课老师的瓦作小学。“麦曲
小学的孩子知道我要走，那天
他们层层把我围住，不让走。”
马广超说，也正是那一刻，让他
坚定了留下来的决心，在随后
的这几年，他先后在玉树州的
六所小学担任教师。

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两度给父母写下遗书

西去支教之前，马广超只
知道当地的环境很艰苦，可真
正到了那里，他才知道，条件远
比自己想象中还要差。在玉树
支教的六年时间里，马广超三
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还两度给

父母写下遗书，如今聊起这些，
马广超语气中都是轻描淡写，
可那些经历却是脑海中深刻的
回忆。

2009 年 4 月，在吉来小学
时，其他师生放虫草假，马广超
一个人留守学校，结果患上水
痘。“当地医疗资源较少，即便
得了病，也都是自己硬扛着。”
马广超说，当时真觉得自己要
死了，孤立无援的他给父母写
下了遗书。幸亏一位回校拿东
西的教师发现了生病昏迷的马
广超，把他背到一位藏医活佛
那里，他才算是捡回了一条命。

2010 年 4 月 14 日，青海
玉树遭受 7 . 1 级强地震，正在
囊谦县查荣扫盲中心支教的他
紧急疏散学生并投入救灾，“当
时很幸运，我所在的学校房屋
没有一处倒塌，也没有一个人
员伤亡，但我到重灾区去救援，
还是很危险的。”马广超说，去
救援的当天，他深夜给父母写
了第二封遗书，并交给一位熟
悉的大阿喀(大和尚)，拜托对
方，如果自己遇到不测就转交
给他的父母。

2010 年 9 月，一次偶然的
机会，马广超结识了来玉树为
灾区学生捐赠物资的香港志愿
者曾敏杰，10 月底，曾敏杰一
行带着过冬物资从玉树前往瓦
作、麦曲，就在距离麦曲 80 公
里的路上，车队遭遇车祸，志愿
者曾敏杰和杨浩不幸遇难，马
广超又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都过去了。”说到这些，马
广超语气中带着轻松，可从他
的脸上看到凝重，“这些都是最
好的经历，也让我收获很多，经
历过那些之后，我就觉得，没有
过不去的坎儿。”马广超微笑着
说。

虽然已经回到家乡近三年
了，可马广超从未放下远在玉
树的孩子们，“现在那边条件好
多了，老师多了，硬件设施也改
善了。”说到这些，马广超语气
中满是欣慰，“这些年我在那边
对那里的孩子更多是一种希
望，我给他们讲外面的世界，让
他们有个憧憬。”

现在的马广超经常有冲动
想着背起行囊再去趟玉树，可
如今工作繁忙，他也要承担家
庭责任，要顾虑的因素更多了
些，“我还是挺佩服当时的自己
的。”好在，他当初支教时教过
的孩子们有一些已经通过学习
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走出大山
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想到这些，
马广超也很欣慰：支教的青春，
是最无悔的岁月！

他是一名“ 80 后”的普通小伙，
在青春洋溢的年纪，他辞去工作，瞒
着父母独自前往玉树义务支教，一
呆便是六个年头，经历过恶劣环境
的考验，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还曾
两度留下遗书，可他从未后悔过，看
着自己教过的孩子逐渐成才，他心
里满满的都是成就感。虽然如今已
回到山东老家，但他心里从来没放
下过远在玉树的孩子们。

他是马广超，被孩子们称为“高
原上的格桑花”，他用自己的六年青
春为高原上的孩子埋下了一个理
想，诸多希望。

马广超离开查荣学校。

马广超再回瓦作小学。

马广超辅导学生。

马广超与瓦作小学家长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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