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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 码 下 载 齐 鲁 壹 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荆新年

再选择一次还会当老师

记者采访的当天恰逢全省大雾预警，
沂源当地气温也降到了零摄氏度以下。可
就在记者一行赶到李振华事迹展厅时，老
人早已等在了楼下，大老远就挥手打招
呼。“因为齐鲁晚报的报道，全国各地前来
参观展厅的人特别多，我就把你们的报道
贴在墙上了。”一见面，李振华便向记者竖
起了大拇指，“这么大的雾，你们就坐大巴
从济南赶来了。更重要的是你们眼往下面
看，是带着感情写文字做片子的。”

记者注意到，虽然老人依旧穿着缝补
过的衣服和一双断了底的布鞋，但他精神矍
铄，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意。要知道，在生
活清贫却知足常乐的背后，是“布鞋校长”李
振华对沂蒙山区学子长达68年的捐助。

1953年，17岁的李振华从南京师范大
学毕业后来到山东沂源支教，每月捐出工
资的1/4，一捐就是47年。1997年退休后，他
只拿出500元用于生活开支，其余的退休金
全部捐出去。为帮助更多孩子，他还先后
干过30多份兼职，目前已累计资助了2400
多名学生。

“如果把时间推移到68年前，再作一
次选择，您还会选择这条路吗？”面对记
者的提问，李振华眼神坚定地回答：“为
党育才，为国育才，国家的强大靠人才。
如果再有一次，我还会选择当老师。虽然
一生清贫，但内心很富有，因为成百上千
的学生正为党和国家作贡献，我的心血没
有白费。”

回忆起初来乍到的景象，李振华直
言：沂源县城还赶不上南方一个农村。可
转眼间，这里高楼林立，交通四通八达，人
民安康幸福。这位老人从穷苦落后到过上
好日子，见证了沂蒙老区的巨大变迁，他
比谁都高兴。

李振华常说：“我吃得简单点、穿得简
朴些没什么，只要冻不着饿不着就行。人
在世上，心里要想着别人，要关爱别人，要
有一颗善良的心。”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
样做的。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到白发苍苍的
老人，李振华的眼睛虽然花了，但对未来
的方向更清晰了，“我来支援老区教育、教
书育人，现在还是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
去，直到走不动为止。”

教师节被幸福包裹

作为李振华曾经资助过的学生，20年
来，张文强一直跟着“李爸爸”做公益，陪
伴他走遍了沂源各个乡镇。等到孩子出
生，张文强给自家娃起名“张恩铭”，寓意
永远铭记李振华的恩情。

张文强向记者透露，自三个月前接受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采访后，这些天
来，老人每天都不让自己闲下来，有时是
配合媒体采访，有时是给学校机关讲党
课，更多时间则是在做关爱青少年健康成
长的事情。

“我要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对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通过挖掘沂
蒙老区的红色精神来教育孩子们。这个事
情我抓得很紧，因为要从小培养他们听党
话，将来跟党走。”让李振华欣慰的是，孩
子们特别愿意听他讲沂蒙故事。

沂蒙老区人民的奉献精神，李振华的身
体力行，这些都在潜移默化中感染着孩子
们。打从幼儿园起，张文强的儿子张恩铭就
一直被李爷爷领着资助学生、看望孤寡老
人。升入一年级后，张恩铭突然对李振华说，

“李爷爷，以后我自己给老奶奶买礼物。”
“张恩铭买了个小猪存钱罐，爸爸妈

妈给的钱他都舍不得花，过年的压岁钱也
都投进了里面。打听到我要去看望孤寡老
人，他就跑去买了些钙奶饼干、白糖、大叶
茶，用方便袋提着去送。”当地青少年的可喜
成长，在李振华看来是最弥足珍贵的，因此
他一谈起来，就滔滔不绝。

去年办了43期道德讲堂

2021年以来，李振华已经办了43期道
德讲堂，每去一个地方，孩子们都听得很
认真很仔细。因此在2021年教师节，除了青
壮年和白发苍苍的学生外，来得最多的还是
孩子，他们给李爷爷送来手工制作的工艺
品，其中有叠好的五角星、有折好的千纸鹤、
有写好的诗句，更有挥就的毛笔字。

年龄越大，李振华越忙了。2021年以
来，他已经在全国各地讲了128场党课，以

“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为题讲自
己的故事，感染和激励了一大批在职或新
入职的教师和机关工作人员。

在此之余，他还把精力重点放在了资助
留守儿童和孤儿身上。“我专门花1 .2万元给
两个孤儿建了希望小屋，铺上地板砖，买了
床和沙发，买上书橱、写字台和微机，学习条
件很好。”李振华心里清楚，孤儿心理压力很
大，最重要的是和他们交流沟通。如果不好
好疏导，他们很容易走上反向道路。为避免
这种情况发生，李振华成立了“振华服务
队”，专门为留守儿童和孤儿服务，引导他们
学习和参加社会活动。

要把沂蒙精神传承下去

早在2021年9月初，齐鲁晚报·齐鲁壹
点报道的《大山里的“布鞋校长”》被推荐
参加了第400期天天正能量故事评选，经
过激烈的投票和点赞环节，李振华最终以
历史高票第一的成绩，获得5000元正能量
奖金。

再次见面，李振华有些不好意思地
说，他已将5000元钱捐了出去。“当时你们
让我留着，但我认为捐出去更好。”2021年
教师节前，李振华带头捐款，和社会爱心人
士一起向“振华奖学扶困基金会”捐了160万
元。他告诉记者：“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大，贫
困孩子少了，他现在主要以激励老师和学生
为主，遇到特殊情况还会继续扶持。”

在资助2400多名贫困学生之余，李振
华已经奖励了1000多名优秀学生和老师。

“比如有学生考上大学了，我们就奖励他
买些开学需要的学习用品，让基金会发挥
更大作用。”八九十岁了还这样忙活，很多
人不理解，李振华却说，“老区人民对自己
有很大恩情，这些都是我情愿去做的。”

“年纪大了，我想争取时间多做些事
情来回报党和人民，特别是沂蒙老区人民
对我这么多年的关爱。”望着展示馆里摆
放的老大娘纺纱织布缝制的棉裤棉袄，李
振华感慨道，“不是我觉悟高，是沂蒙精神
感动了我。”

当年，17岁的李振华从南京出发前都
不知道沂源县。面对现实贫困和艰苦，这
个在城市长大的小伙子思想上也曾有过
动摇，可为什么最终没走？他告诉记者：

“是沂蒙六姐妹、红嫂等沂蒙精神把我留
下来的。她们吃糠咽菜，却把好饭留给我
吃。”李振华回忆，“那时候穷，山区人民留
两只老母鸡下蛋，是为了到供销社换煤油
和盐。可到了冬天，他们却把鸡蛋搁在棉
袄里，爬上山掏出来送给我。接过带着老
大娘体温的鸡蛋时，我是什么心情？”

“68年来，我喝的是沂源的水，吃的是
沂源的粮，乡亲们养育了我68年，传承沂蒙
精神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李振华告诉记
者，作为一名老党员，他现在正抓紧时间
做这些事情，要报答党的恩情，报答老区
人民的养育之恩。

“布鞋校长”再给孤儿捐建希望小屋
本报记者回访李振华，他说继续支援老区教育，直到走不动为止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秦娟 孙远明 王开智

2020年9月19日，逄
春阶的创作平台“老逄
家自留地”正式入驻壹
点号。2021年5月10日，
逄春阶创作的长篇乡
野小说《芝镇说》开启
了日更节奏。2021年12
月8日，《芝镇说》迎来
了第一部大结局。

近日，逄春阶走进
齐鲁壹点壹点号直播
间，与记者聊起这一年
来的创作心路历程，颇
有感触，他直言“感觉
像是读了一年乡土文
化研究生”，压力之下
虽然每日都如履薄冰，
但是收获了很多很多，
比如壹点号用户的认
可、长篇“铁粉”的支持
等等。

作为大众日报记
者、《小逄观星》栏目的
主笔，逄春阶是很多人
的老熟人、老朋友，他
与齐鲁壹点的渊源也
颇深。“2015年时，看到
咱们这个齐鲁壹点的
名字，就觉得挺好。这个‘壹’和壹元的

‘壹’有关系，有大、远的意思。”逄春阶说。
在逄春阶看来，近年来齐鲁壹点的

黏合度越来越强，之前自己与齐鲁壹点
的关系可能只是停留在浏览这个层面，
不过开了壹点号后，就开始关注壹点号
上的文学圈，慢慢地也就融了进来。

2021年5月10日，逄春阶创作的长篇乡
野小说《芝镇说》采取边创作边连载的方

式，开始在壹点号“老逄家自留地”上推
出。目前该长篇的专题阅读量已高达100
多万。“这部乡野小说推出后，点击量浏览
量都很高，让我觉得很惊讶，我这个壹点
号的订阅用户也从最初的一二百人，涨到
了现在的11000多。”聊到壹点号“老逄家自
留地”不断“涨粉”，逄春阶很开心。

谈到创作长篇小说《芝镇说》的心路
历程时，逄春阶坦言“内心很忐忑”，“我
看了一下，《芝镇说》这部长篇小说已经
写了25万字，严格来说是25万零397个字。
连载时我每天早上5点之前就起床，起床
后把以前的草稿重新梳理一遍，传给编
辑，迄今已经7个月，内心还是很紧张的，
每天都如履薄冰，担心出一些问题，尤其
担心会出现艺术创作方面的一些争执。”
然而，让逄春阶略感意外的是，《芝镇说》
一经推出便备受关注，他还因此收获了
不少“铁粉”，他们经常会在连载小说下
面发表自己的追书感想。

逄春阶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创
作《芝镇说》的第二部，顺利的话今年
初就能够与大家见面。

2021年12月15日，距
离首次专访大山里的“布
鞋校长”已经过去了三个
月。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了解到，就在2021年
教师节前夕，85岁的李振
华老人被授予“2021年度
齐鲁最美教师”特别奖，
教师节当天更是收到了
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们
的鲜花和祝福。

当掌声和欢呼声逐
渐退去，生活还要继续。
在这90多天里，李振华老
人的生活发生了哪些变
化，他又有哪些经历和新
的体会呢？记者再次走近
这位老人。

李振华目前已累计资

助了2400多名学生。

当地的少年队员常在李爷爷带领下看望孤寡老人。

壹
点
号
作
者
逄
春
阶


小
说
创
作
离
不
开﹃
铁
粉
﹄支
持

逄春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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