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 岁高龄的张育全，讲

述起故事来有些含糊。好在，

彭敏是湘乡人，她的老家与

双峰县毗邻，方言大致能懂。

于是，她一遍一遍向同伴翻

译着。

瞬间，三名女生仿佛穿越

时光，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

岁月……

张育全出生于 1933 年，亲

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深知

和平来之不易。所以当 1950

年，村里征兵参加抗美援朝时，

他和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毫不

犹豫地报名参军。

从终年绿叶如新的湖湘大

地，来到天寒地冻的朝鲜战场，

张育全几乎没有时间去适应，

因为战争从来不等人。

“我是运输兵，一个与时

间赛跑的人。”运兵、运枪支

弹药、运粮食蔬菜……张育全

和战友们为前线和后方连接起

了一条生命线。为避免被敌军

发现，成为轰炸目标，每次运

送物资，他们都要跑夜路，而

且很少开灯。

最危险的一次，炸弹就扔

在张育全驾驶的车旁边——一

声巨响，他没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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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群（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校
团委书记）

7 月 11 日至 24 日，湖南第一

师范学院 26 名同学组成实践团在

留守儿童比例高达 60% 的娄底市

双峰县石牛乡中心小学开展支教

帮扶活动，其中，包括 21 名女生、

5 名男生。同学们根据自己所学

专业，免费为农村留守儿童进行

学业辅导和教导，开设音乐、体育、

美术等特色课程，提升综合素质。

在我看来，本次实践团里的 21

名女同学表现极其出色，到基层做

事很接地气，又充满真情。大家有

恒心、有耐心，一起向前冲，能和

孩子、群众打成一片，推动了教育事

业在基层的发展。

当然，意想不到的是，三名女

同学还有了意外的收获——拜访老

兵。她们倾听老兵的故事，传承了

中华经典，吸收了满满的正能量。一

方面，让那些曾经为国家做出贡献

的老兵感受到，社会上还有许多爱

心人士以及大学生依旧关心着他们；

另一方面，她们也在老兵身上找到了

力量，将这样的力量传递给更多人。

留守儿童的“小老师”，抗美援朝老兵的“小迷妹”——

一次不平凡的支教：回顾历史，憧憬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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蚊虫肆虐、酷热难耐。大汗淋漓下，连换一件干净的
衣服都成了奢望。

初来乍到，彭敏和同学们总想“随时撤离”；如今，真
要说再见了，他们的心里充满不舍。

今年 19 岁的彭敏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免费师范生。
和她一起利用暑假时间来到娄底市双峰县石牛乡小学支
教的，还有她的 25 名同学。用她的话说，这一次支教，
不仅给留守孩子带来了知识，也给自己“上了宝贵的一
课”——从信心满满到临阵退缩，再从坚持不懈、充满信
念……他们因一位 86 岁的老人而改变，而这位老人就是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张育全。

彭敏所说的“老人的奉献和牺

牲”是——老人晚年清贫，却时

刻想着回馈社会。

1954 年，因为表现优异，张

育全被送到一所航空预备学校接

受培训。如果一切顺利，他将成

为一名飞行员，但一切美好的想象

都于1958 年戛然而止。

那一年，张育全被错划为“右

派”，从此与战友们失去了联系。

张育全说，这是让他遗憾终生的

一件事，因为那几年他认识了许多

有着共同信念，一起保卫新中国

的战友。后来，他被平反，还给

安排了工作。

如今，张育全每月有4000 多

元的退休金。可生活在农村的他，

至今没有一分钱的存款——因为，

他每月只留下1000 元作为生活费，

其余 3000 多元钱全部自愿捐献给

贫困山区的孩子以及公益组织。

“农村不是都说存钱养老吗，

您为何不担心自己？”彭敏的问题

让张育全眉头一蹙，老人回答：“我

是军人，相信祖国！我死了之后，

国家会给我发丧葬费，所以我不用

给自己留什么，在有生之年多帮助

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这是积德！”

老人的话，让三名女生感动不

已。“他说自己身体很好，但其实

拿东西的时候，手不停在抖。”陈

颖冰说，“老人的精神很有感染力，

至少能让我坚定信心，吃苦耐劳

地完成每一项工作”。

临别之时，彭敏三人再次相

约，又一次来到了张育全老人的家

中——这一次，她们要履行与老人

的约定，将这些支教日子与留守儿

童的照片送给老人，并且告诉老人：

“对于未来，我们也充满希望！”

支教“小老师”拜访退伍老兵

“有多久没见爸爸妈妈

了？”“过年的时候他们才回

来。”在支教的日子里，彭敏

和伙伴们鼓励小朋友们将想

对爸爸妈妈说的话写下来，

或者画下来。“爸妈，感谢你

们所做的一切，感谢你们一

直以来对我的好。”一名小朋

友提笔写下这样一句。因为

小朋友们想说的话太多，食

堂的四壁很快贴满了大大小

小的画……

本以为下乡支教的日子，

与留守儿童的相处就是全部。

谁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彭

敏听到村里邻居聊到一位曾参

加抗美援朝的退伍老兵张育

全。出于对革命英雄的崇拜，

她约上同行的熊婷婷和陈颖

冰，决定拜访老兵。

“想象中，老兵的日子应

该很清苦吧！”回忆起初见

张育全老人的一幕，熊婷婷

挺高兴：“老人家房子里的陈

设虽然简陋，但干净整洁，还

有彩色电视机，我们瞧着也非

常开心。”

而更让三个女孩感叹的，

是老人的眼神。“他的眼睛会说

话，笑容也很温暖。”彭敏说，

或许是经历过战争的人有着

更纯净的个性，老人的眼里

充满希望与和善，一下子就让

大家感受到友好。

三个女孩搬来凳子，围坐

在张育全身边，想要听他讲故

事。一来二去，老人也敞开心

扉，对这几个不请自来的年轻

人讲起了尘封已久的往事。

“当年，我们‘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为的就是小

娃娃们将来的日子能过得好。

你们这些年轻人啊，让我看

着就觉得亲近。”张育全老人

说。

因为崇拜

穿上军装他什么都不怕回顾历史

■声音

希望更多学生在抗美援朝老兵身上吸收正能量

老人的存折上，记录着每一笔捐赠的善款。

每月四千元的工资，他捐出三千元回馈社会

恍恍惚惚，不知过了多

久，张育全睁开了眼睛，在

敌人眼皮底下捡回了一条命。

“炮轰弹打不算什么，只

要穿上军装，就什么也不

怕！”说到这里，张育全笑

着向三名女生挥挥手，“作

为中国人，经历过战争，享

受了和平，那么就要牢记历

史，看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

你们都将是人民教师，培养

的是未来的希望，一定要不

负众望！”

听完老人的话，彭敏

与熊婷婷和陈颖冰相视一

望，感觉怪不好意思。刚

到石牛乡的时候，因为条

件艰苦，她们总想打道回

府。“ 宿 舍 里 没 有 空 调，

蚊虫倒是很多。”彭敏说，

对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来

说，来到农村，再正常不

过的吃饭也成了问题，食

堂师傅放假了，她们无人

做饭，全靠自己下厨。

只是，感受过张育全老

人的经历，彭敏再也不叫苦

了，“老人让我们明白了什

么叫奉献和牺牲”。

再次见面，彭敏和熊婷有很多话对老人说。

抗美援朝老兵张育全。

扫一扫，听抗美
援朝老兵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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