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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李万的资助，苏明娟

这个濒临失学的孩子重新有了

希望。

不过对于苏明娟来说，最

大的精神支柱不是钱，而是李

万写给她的一封封书信。那些

饱蘸爱心的文字，直到现在都

还珍藏在她的小箱子里。

后来，来自大连的一对退

休老夫妇也加入了资助苏明娟

的行列。他们拿出了仅有的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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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网络上一条消息持续蹿红：苏明娟当选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兼职）！苏明娟这个名字，现在
不少人听起来可能会有些陌生，但说起希望工程的“大眼睛”照片，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苏明娟就是
当年照片上的那位“大眼睛”姑娘。这些年，她经历了些什么呢？

2005 年毕业后，苏明娟

进入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

工作。她参加工作后的第一

年，就拿出1000 元工资，捐

给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她

每年都会到希望工程办公室

来一趟，把资助金交给我们。”

安徽省希望工程办公室的工作

人员说，“然后再由我们转交

到苏明娟资助的贫困生手中。”

工作之余，她还尽可能参

加一些希望工程的公益活动，

把自己的故事讲给跟她童年境

遇相同的孩子听，鼓励他们坚

定信心走出困境。

1996 年，13 岁的苏明娟

到北京参加《中国青年报》创

刊 45周年纪念活动。

那是苏明娟第一次去北

京，几个月前她就接到了解海

龙的邀请信。

在庆祝活动上，有一个人

给她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是时

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的李克强。

当时李克强走到她的面前

问：“你是不是‘大眼睛’照片

好奇的寒门女孩被定格
时光倒至 1983 年，苏明娟

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张湾

村一个农民家庭。

苏家每年从田地里收来的粮

食仅够吃 3 个月，剩下的日子，

全靠苏明娟的父亲苏良友起早贪

黑地上山砍柴、下河抓鱼换点钱

来维持。因此，苏明娟每学期的

100 多元学费，成了这个家庭最

大的经济负担。

1991年 4月，苏明娟正在张

湾小学读二年级。这年初春的一

个早晨，8 岁的苏明娟和她的 5

个同学像往常一样去上学。他们

要走一个小时的湿滑山路才能到

达学校。

苏明娟挎着妈妈为她缝制的

小书包，手里拎着一个小炭炉。

因为教室不过是旧时年久失修的

土地庙，别说窗户，就连土墙都

是残缺不全的。

就在这天，苏明娟见到了《中

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解海龙。

对于他手中的奇怪机器，她在很

多年以后才知道那是照相机。

苏明娟的大眼睛总是好奇地

追随着这个拿着奇怪机器在教

室里走来走去的“不速之客”。

慢慢地，解海龙发现了她，

那是一双不可错过的眼睛，纯真、

好奇，甚至有一点惊恐，他举起

了相机。

在那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

里，苏明娟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她更无从知道自此以后又会发生

什么。

长沙军人最先资助她
很快，解海龙在这里拍的这

组“我要读书”的照片在媒体上

火热传播开来，其中一张苏明娟

手里握着笔、眼睛里流露出了对

知识的无限渴望与向往的照片撼

人心魄、催人泪下。

这张照片很快就被中国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选定为希望工程

的宣传标识，苏明娟由此成为全

国人民熟知的“大眼睛女孩”。

此时，照片主人公苏明娟对

此一无所知。

3 年后，湖南长沙某军校一

位名叫李万的学员将一份《解放

军日报》和一封信寄给苏明娟的

校长，报纸上登载的正是这张

照片。

他在信里对校长说，如果你

们学校还能找到这个小姑娘的

话，我愿意资助她到小学毕业。

校长根据报道中的线索，把四年

级的全体女生叫到了办公室，然

后指着照片问道：“这个人是你

们当中的谁啊？”

这是苏明娟第一次看到这张

照片，她隐约觉得那件红色格子

衣服很熟悉，然后举手说：“老师，

那件衣服好像是我的。”

“那你下午回家把那件衣服

拿来吧，好证明是你。”

回到家，妈妈把那件衣服找

了出来，照片里那个小女孩的身

份也由此确认了。

后来，李万每个学期都给她

寄一笔钱。苏明娟及其家人都知

道那钱是可亲可敬的解放军叔

叔，从为数不多的津贴里一点一

点省出来抠出来的。

母亲用一双双布鞋表谢意
休金，还在信中安慰苏明娟 : 别

为我们的生活而担心。

善良忠厚的父亲苏良友对苏

明娟说 :“这钱我们不能要，因

为我们已经有了别人的帮助。你

爸你妈还能干活，还能养活你和

弟弟。”苏明娟遂将钱还给老人，

但倔强的老人不要。后来在征得

他们的同意后，苏明娟将这笔钱

捐给了希望工程，很多人闻此感

到不可思议！

当年，苏明娟的父亲就多次

对她说 :“娃娃啊，长大了你要懂

得知恩图报。”

所以每到过年，苏明娟的母

亲钟业臻都会用这个家特有的

方式来报答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

的人，她将自己做好的一双双布

鞋、腌制的一块块腊肉寄给解海

龙、李万和大连这对退休老夫

妇，还有共同凑了100 块钱捐助

给苏明娟的 9 个大学生。

上街卖报挣钱捐给希望工程

她 14岁时成团中央候补委员
上的小女孩？”之后，李克强详

细询问了苏明娟的学习、生活和

家庭情况。

1997 年的一天，村长通知苏

明娟去北京开会。

苏明娟去了才知道是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那时她才 14 岁，与会代

表就数她最小。

会上，苏明娟被选举为团中

央候补委员。回到家后，大伙问：

“一个月给你多少工资啊？”在

乡亲们眼里，她已是中央来的大

领导了，其实这职务是没工资的。

苏明娟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

公益活动。还是在 1992 年，共

青团浙江省委九届二次全委（扩

大）会议向全省 216万共青团员、

1700万青少年发出了倡议：献上

一分一角十分爱，助我十万贫困

失学童。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当

场捐款 1659 元。当年，只有 15

岁的苏明娟为浙江省“希望工程

助学金”注入了第一笔资金。

在各方关注和帮助下，

苏明娟于 2003 年考入安徽大

学职业技术学院，就读金融

专业。

苏明娟进入大学后，致信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要

求把每学期定额发给她的 900

元生活补贴转让给其他贫困

学生，她自己则开始通过勤

工俭学来解决自己的生活费。

此外，她还是学校学生会的

组织部长。

有一年暑假，她带着几个

同学去金寨县的一个贫困村

做义务支教工作。

来到学校后，破败的校园让

苏明娟倒吸一口凉气：“孩子们

上课的条件非常差，跟自己上小

学的时候差不多，四面通风只有

一个破屋顶，孩子们的家庭也

都非常贫穷。”

苏明娟和同学们给孩子们上

了几天课后才知道，班级里有一

个小女孩，她和母亲在别人家的

屋檐下搭个草棚过日子，每天就

靠着母亲下河抓黄鳝来养家。

当苏明娟和同学去看望她们

母女的时候，发现这个家竟连口

锅都没有。

那天，苏明娟她们自己掏钱

买了锅买了菜，为这对母女做了

一顿饭。临走时，还凑了1000

多元钱给她们。

在回去的路上，苏明娟觉得

自己真是十分幸运！因为一张照

片，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她得

到了那么多人的帮助。而在这个

世界上，仍然有人还在为了生存

而挣扎，梦想对他们来说，还是

一件奢侈品。于是大学期间，苏

明娟和同学们经常一起上街卖报

纸，将挣来的钱捐给希望工程。

事业有成回报社会
而今，苏明娟已组建了幸福

的家庭，并当上了妈妈。作为希

望工程曾经的受助者，她完成了

从受助者到资助者的角色转换。

12 月15日，共青团安徽省

第14 次代表大会闭幕，苏明娟

等人当选为副书记（兼职）。这个

消息不胫而走，但可能很多人不

知道的是，兼职副书记并没有行

政级别，不需要每天“打卡”上

班，也没有工资，但在一些团委

的重要活动和特定的场合，需要

发挥自己的优势，出谋划策。她

和 20 年前一样，又一次当了一

个不拿工资的“官”。

（本文拒绝以任何形式摘编、
上网、转载）

职场上的苏明娟。

本文作者之一胡遵远与苏明娟合影。

“大眼睛女孩”长大了：不是大官是大爱
○长沙军人最先资助她   ○ 14 岁当选团中央候补委员   ○如今当选为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