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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公益助学，他最牵挂的是乡村校长

谈及弘慧乡村教育校长论坛

就不得不谈及弘慧创始人、理事

长张帆。

从清华大学毕业以后，张帆

一直在金融领域拼搏，至今已孵

化投资了100 多家创业企业，主

导运作了4 家创业公司上市，运

作资本超百亿。如今，他更是一

名公益行业的耕耘者。

张帆出生在怀化市沅陵县一

户普通的农民家庭。他通过自

身努力，成 为了恢复高考 制度

之后、沅陵县第一位考入清华

大学的学生。从农村走出来后，

他每次回老家，都会感觉家乡

的教育和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

资金和人才的缺乏，教育设施、

手段落后，观念和思想闭塞等

等。因此，他萌发了做乡村教育

公益的念头。

 其实早在 2001 年，张帆就

在母校沅陵一中设立奖学金，用

于资助和奖励贫困学生。2008 年，

他牵头发起成立了湖南弘慧教育

发展基金会，走上了公益事业专

业化之路。目前，弘慧教育发展

基金会有三大公益项目：筑梦计

划、弘源计划和弘道计划，分别

为乡村中小学生、考入大学的农

村学子和乡村教师、校长提供助

力和陪伴，来改变乡村教育困局；

一共有沅陵、溆浦、通道、桑植、

桃源、石门、蓝山、永顺和安乡

九大深度合作县域，在 110 多所

学校设有公益项目；2016 年公益

项目支出 7625495.55 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资助一个学校的学生，只是帮

助了当 下这一 个、 这一群， 但

如果能激发一所学校老师的工

作热情，这对乡村教育而言则

有着更为长远的意义，也意味

着更多的改变。”弘慧的弘道计

划，就是要培养一批具有较高

专业技能和现代教育理念的乡

村教师。

张帆认为，国内乡村教师存

在三大问题：第一是眼光浅薄，

第二是职业倦怠，第三是资源缺

乏。对此，他提出了三个解决方

法 ：“眼光浅薄，我们就带他们

去看世界，所以设置了一些乡村

教师游学的项目。职业倦怠，就

激发他们的内在热情，我们不止

对优秀学子有金钱上的帮助和

奖励，还针对优秀教师设置奖

励机制。资源短缺，我们就把优

质资源带到乡村来，并且带着乡

村校长去寻找优质资源。像这

次，我们就提出了‘互联网 + 教

育’，把北京等地方的教育企业

介绍到乡村学校来，为资源链

接搭建平台。”

“一个好的校长对学校的影

响很大。”张帆认为，“培养出好

的校长，造福的人群才会更大。”

益阳市桃江县桃花江小学是弘

慧基金会的项目校，其校长黄丽

君告诉记者，“我前不久就和 6 个

校长去美国学习了二十多天，费

用都是弘慧承担。”

自 2014 年起，每年弘慧 都

会邀请一些教育专家和一线乡

村校长，前往某个弘慧项目县

域，共同商讨教育面临的问题及

其解决方案、发展路径和未来

趋势。此次校长论坛，就有 200

名乡村校长参加，还有国家教育

部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国家督学、

教育部巡视专员王富，北京市中

小学课程教材资源开发负责人

乐进军，北师大心理研究所办公

室主任孟巧萍，著名学者、美国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学者杨鹏

等教育专家参加。

未来，弘慧将推出“弘慧千

校百人支持 计划”，为 1000 所

乡村学校的校长提供培训机会，

以两年为一个周期，汇集和陪

伴其中最主动、最敢于开拓的

100 名乡村校长发展自己的职业

生涯，并将为之 提 供资金、资

源支持。

“我们不只是捐钱这么简单，

还会跟踪学生的成长。通过很

多活动来关注孩子的成长过程以

及心理承受力。这些活动都是免

费的。”弘慧项目学校怀化市溆

浦县卢峰中学校长黄小峰介绍。

一开始，张帆也只是在经济

上帮助贫困学子，但他渐渐发现，

一些乡村学生进入大学或是社会

后，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相对来

说较差，性格也孤僻，易走极端。

“这可能跟乡村教育中家庭教育

的缺失有关。很多学生的父母不

在身边，或者很早就进入了寄宿

学校，导致在性格培养上有一定

的缺陷。学校注重文化教育，也

应该注重心理教育。”

因此，弘慧教育基金会有了

“筑梦计划”，在帮助乡村孩子缓

解经济压力的同时，从人格品行、

心理健康和综合素质等人文教育

方向着手，让他们自信乐观地成

为有能力、有担当的青年。

而且，弘慧在一些项目学校

里开始设置筑梦辅导员，发现学

生有什么困难，及时反映给弘慧，

并及时解决。

“春种一粒粟，秋成万颗

子。”弘慧教育公益基金创始

人、理事长张帆，带着这样的

情怀开始自己的乡村教育公益，

他播种自己的希望，收获的却

是乡村孩子们的未来，是乡村

学校师生的人生改变。最让张

帆高兴的是，弘慧教育发展基

金会资助的学生中，很多人后

来都选择反哺社会，或者捐款，

或者成了弘慧的志愿者。

“我的想法就是让孩子们

能够从受助到自助到助人。”

张帆介绍，这次乡村校长论坛

活动的志愿者之一郭玲，就是

弘慧学子，她“参加了弘慧学

子联谊会，大家经常一起商量，

如何更好地做公益”。

未来，对于弘慧学子的发

展，弘慧基金会还会开拓更

多项目，比如，对返乡创业的

学子，会有资金扶持，并且介

绍专家对他们进行辅导，给

他们当顾问。

助力心灵，构建老师校长“成长之路”

爱心传递，受助学生倾心公益

资助学生，一手生活一手爱

不忘初心，农家子弟反哺乡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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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帆

弘慧乡村 教育校长论 坛

不仅是乡村校长交流学习的

平台，也是链接民间公益资

源和贫困学校的纽带。较之

往届，今年的论坛为乡村学

校 带 来 的 福 利 更 是 史 无 前

例——在论坛的在线教育企

业联合助学捐赠仪式上，中

文在线等 9 家爱心企业向弘

慧联合捐赠了价值超过 3000

万元的在线资源、硬件设备

及优质的教师培训机会。比

如，向 10 所学校免费开放的

“中文慧读阅读平台”，专为

中小学生、老师和家长设计，

并首创“3+3+3”的阅读模型，

能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学

科兴趣和阅读习惯。所有参

会学校的校长都可申请 9 家

企业的捐赠。弘慧将派出专

人 对申请的学 校 进 行 评 估，

选出一批条件符合互联网教

育的学校进行捐赠，并对后

续的使用情况进行跟踪和评

估，探索乡村教育发展新局

面。这批捐赠贯彻了“互联网

+”教育理念，将大大缓解乡

村教育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

一系列问题，让山里的孩子

有机会在乡村学校就享受到

一线城市的教育资源，促进

教育公平。

当天的“互联网 +”思维

教育 演 示， 更 是 让 人惊 叹。

比如，安乡县北河口中学的学

生表演了翻转舞台剧《力士脱

靴》，与网络上的背景和人物

形象交相辉映；现场观看了

欧洲外教直播大屏课，这对

乡村教学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创新，让学生的学习更生动

有趣。

此外，弘慧还带来了很多

新鲜的课程。比如，在桃花

江小学实施的“幸福教育”是

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项目，这

个课程开设后，受益的不止

学生，还有老师。该校校长

黄丽君说 ：“‘幸福’教育开始

后，老师更能积极地工作了，

就连生活也更有幸福感了。上

次 开会时，有老师说，我给

了他们一个很有安全感的教

学环境，这让我感觉很满足。

现在，老师们都很少有疲惫

感和倦怠感了，都很正能量，

这对教学大有益处，学生们

也会更开朗乐观。”

“硬件”创新，
让乡村教育资源与城市看齐4

弘慧乡村教育的全新“打开方式”：让师生心灵丰满，让学校资源丰沛

弘慧今年选送到美国学习的乡村校长们在美国课堂留影。

扫一扫，
看乡村教育新主张

文：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刘艳  供图：受访者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资助一个
学校的学生，只是帮助了当下这一个、这一
群，但如果能激发一所学校老师、特别是校
长的工作热情，并且为他们提供整套创新的
教学方法和教程，那么，这对乡村教育而言
则有着更为长远的意义，也意味着更多的改
变。”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
张帆说。

4 月 14 日，在湖南常德安乡县举行的
第五届弘慧乡村教育校长论坛上，200 多名
乡村中小学校长与 9 家知名教育企业聚集一
堂，思想碰撞，尤其是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以
下简称“弘慧”）的创新公益之路备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