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北京工作、学习的一群高校师生，偶然与几千

里之外贵州大山里的瑶族村落建立联系， 从此结下

不解之缘。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

学院潘娜副教授带领团队，连续7年支教帮扶，情系

贵州乡村，成为了偏远瑶乡的“提灯人”，为当地送去

知识、希望与光明，微光成炬，点亮乡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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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通讯员 胡亚奇

为河坝村孩子们打开人生的
“一扇窗”

两地的故事起源于7年前的一次支
教经历。

2016年暑假前夕 ， 一名来自贵州
大山的本校学生找到潘娜， 说想和同
学们一起为家乡做一些助学活动。 这
个想法得到学院的支持， 在贵州省民
政厅的引荐下， 学院党委副书记、 院
长张国山带队， 潘娜和行政管理系的
刘智勇、 张智新、 王烨、 黄衔鸣等老
师来到黔东南州麻江县河坝村， 决定
在这里试点 “专业实习+社会实践” 的
立德树人新模式。

“在村里调研时， 有个瘦瘦小小
的瑶族小姑娘一直帮我们引路、 当翻
译 ， 还参加了师生编排的瑶族舞蹈 ，
她就是青梅。” 潘娜回忆， “青梅的父
母在外面打工， 她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学习之余要帮助家里干农活、 收毛豆，
懂事得让我们心疼。”

河坝村是个瑶族村，这里的孩子基
本都是像青梅这样的留守儿童，老人只
能照顾他们的生活，对孩子的精神世界
无暇顾及。 孩子们放暑假后每天不是在
村里追跑打闹， 就是帮家里下地干活，
手指甲里黑黑的， 不太注意个人卫生，
被问到个人梦想时，都是神情迷茫。

根据孩子们的状态和实际情况 ，
潘娜带领支教团队决定首先开展 “扶
志” 工作， 要为孩子们的人生 “打开
一扇窗”。 她们组织起一支由10名大学
生和2位老师组成的志愿者队伍， 给孩
子们播放励志电影， 告诉他们无论条
件多么艰苦， 只要拼尽全力进取， 生
活便有无限可能。

当地孩子的文化底子薄， 潘娜与
支教团队精心设计了 “文化基础+素质
拓展” 的课程体系 ， 除了在主科上帮
助他们补齐知识短板外， 又开设了折
纸、 礼仪、 国学、 创意美术、 计算机
应用等特色课程， 还教给他们卫生常
识和安全自护知识， 用暑假时间做好
陪伴 ， 让孩子们的假期过得有意义 ，

不再那么孤独。
在摄影课上， 志愿者借出自己的

单反相机， 带着孩子们出去拍摄， 让
每个孩子都有上手体验的机会； 在落
灰的机房， 志愿者手把手教会孩子们
电脑入门知识， 学会打字的他们开始
用电脑记录日记； 在实践课上， 志愿
者发动孩子们一起调研村里产业， 让
他们了解家乡的发展状况……

支教期间， 首经贸师生体会到别
样的乡村生活： 住宿条件艰苦，他们用
三个长板凳拼成一台床板； 不能洗澡，
女生就用隔挡围成三角护栏，用河里的
凉水冲凉；意外受伤、过敏、蛇虫鼠蚁带
来惊吓，但都没有把大家吓退。

“云辅导” 再续师生与留守
儿童情缘

第一年的暑期活动受到当地的热
烈欢迎， 看到效果很好， 首经贸师生
在第二年、 第三年继续来到河坝支教，
河坝小学全校161个孩子有150多个报
名参加， 暑期学校成为当地炎炎夏日
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支教团队回京后，依然与当地保持
联系，村干部表示很期待北京的老师和
同学每年都来村里，村干部的支持让项
目具备了长期持续的可行性。当地孩子
经常通过QQ联系志愿者汇报自己的学
业情况， 考上好中学也会分享喜悦，让
大家平添了一份对当地的责任感。

2018年支教结束时 ， 首经贸师生
带着村里留守儿童用一周时间编排了
一台晚会， 有国文诵读、 歌唱、 跳舞、
小品等不同节目， 还在网络平台上直
播， 方便在外打工的家长们及时观看。
当天的村里热闹得就像过节一般， 大
人小孩的脸上挂满笑容， 虽然操办起
来很累， 但潘娜说自己特别满足。

“孩子们和我说， 原来大学生是
这样的， 素质高哇， 知道那么多事情，
会那么多东西呀。” 时任河坝小学校长
的爱文英说， 首经贸团队的到来， 给
孩子们起到很大的榜样示范作用， 塑
造了他们阳光向上的理想目标， 这对

孩子们来说非常重要。
2021年暑假 ， 受疫情影响 ， 支教

团队没能去到河坝， 但他们没有放弃，
于是办起 “云支教”， 在线上继续为孩
子们提供辅导。 得益于贵州开展的信
息化工程 ， 河坝村的网络信号畅通 ，
两地师生通过云端继续 “心连心”。

当潘娜在首经贸学生群里发出支
教集结的号召时， 并不指望会有多少
同学响应 ， 没想到当她走进教室时 ，
竟然有24位本科和硕士生已到达待命，
看着大家明亮的眼神， 一阵暖流从她
的心里缓缓淌过。

“潘老师， 你还记得我吗？” 在线
上辅导中， 已上中学的青梅再次出现
在众人的视野里， 这个小姑娘对知识
的渴望、 对支教老师的依恋让人动容。
她坦率地说自己的数学成绩只有三四
十分， 希望老师们帮助她。 潘娜马上
安排志愿者为青梅进行一对一辅导 ，
用了一个假期给她讲题， 青梅自己也
很努力地补习， 终于在秋季学期大幅
提高了成绩 ， 最高时考到八九十分 ，
在整个年级名列前茅。

从此， 青梅一直跟潘娜保持联系，
向她反馈学习收获， 成绩出现波动时
也会诉说苦恼， 主动求助。 如今她正
在读高三， 潘娜经常和她通过微信交
流， 指点她调整状态， 奔向前方。

帮助瑶乡推广非遗染织技艺
事业

在完成好支教任务的基础上， 潘
娜团队通过主动担任村干助理， 积极
参与贫苦户入户探访、 贫困户建档立
卡、 环卫整治等村务； 为村落旅游产
业设计产品； 调研当地教育现状 ， 追
踪乡村治理创新等形式， 推动河坝村
的整体发展。

枫香染是一种传统染织技艺， 贵
州的黔南、 黔东南地区都有制作枫香
染的习惯， 其中惠水县和麻江县的技
艺保存较为完好， 2008年入选第二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022年暑期 ， 潘娜团队为河坝策

划了枫香染推广升级迭代方案， 开创
“河坝枫香染 ” 公众号平台 ， 设计网
店、 直播带货等线上活动， 全方位挖
掘枫香染的文化内涵和商业价值， 为
解决当地匠人稀缺、 经营粗放和品牌
产业打造困难等问题出谋划策。

目前， 河坝枫香染宣传专题片已
于今年3月制作完成， 抖音、 小红书的
推广账号也已建立 ， 团队计划推出进
一步直播， 助力当地发展特色乡村产
业 。 推广河坝枫香染非遗技艺事业 ，
成为他们支教的新一项任务。

为服务乡村振兴交出首经贸
答卷

可喜的是， 潘娜团队的支教工作
并不是单向付出。 沉甸甸的荣誉村民
证书 、 孩子和乡亲们亲手做的画作 、
绣片和信件； 接触到勇于担当的村干
部、朴实的村民、聪明可爱的学生，支教
团队在河坝村收获了太多感动，他们给
当地送去知识和希望的同时，也被基层
“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劲头所感染，被当
地人的温暖和信任所包围。

近七年来， 首经贸共有150余名师
生志愿者前往河坝开展实习实践及服
务帮扶工作， 团队成员在活动中不断
成长进步， 有的写出高品质的学位论
文， 有的获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 2017年， 河坝村 “瑶
寨变形计” 实习实践项目获评团中央
最具影响力好项目； 潘娜和张帆分别
荣获2018年度和2021年度 “首都大中
专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工作者” 称
号； 2022年， 潘娜作为指导教师 ， 带
领15名学生共同参与的 “瑶乡情思 ”
项目成功获评 “首都师生服务乡村振
兴行动计划” 二等奖。

萤火虽幽，微光成炬。潘娜团队把
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把论文写在祖国的
大地上 ， 知国情 、 长才干 、 做贡献 ，
他们践行了高校师生社会实践的意义
与价值， 履行了新时代青年服务国家
的铮铮承诺，为服务乡村振兴交出了首
经贸答卷。

瑶乡里来了一群“提灯人”
———首经贸支教团队帮扶贵州乡村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