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前夕，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探访湖南两个“学霸村”

这个村有350余名大学生，5人哈佛6人北大
湖南益阳，爱屋湾村——一个因“知识改变命运”而冲上全国热搜榜单的小村庄。历经数十载，培养不少人才，

据统计，这个小村庄 10 年来累计奖励学生 68 名，其中有 6 人考上了北京大学，5 人留学哈佛大学，考入其他高校的
大学生也有 350 余人。

这些数字并不惊人，但都是小村庄的骄傲。在这里，教育是一代代村民前进的脚步：村干部商议着如何支持孩
子们读书，村民向“学霸”“偷师学艺”，村里走出的大学教授留下丰厚资金用于奖励学有所成的孩子……培养莘莘学子，
经验不容小觑！

6 月 7 日，全国高考第一天，爱屋湾村又有 10 余名学子奔赴考场，为梦而战。作为益阳市新桥河镇爱屋湾村
党总支书，龚小红早早便走访了这些孩子的家庭，“时光不负少年，希望他们今年继续刷新我们村的好成绩！”

进入爱屋湾村，一座“笔”形的石雕映入眼

帘。石雕基座上，“读书柱”三个大字格外醒目。

上面刻有许多让村民们引以为傲的名字——龚彦

焱，北京大学、哈佛大学毕业；龚陟炽，北京大学、

哈佛大学毕业；王溯舸，复旦大学毕业；安金鹏，

获第 38 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金牌……

今年 56 岁的龚小红从小就在爱屋湾村长大，

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爱屋湾有许多家喻

户晓的读书故事。

村民龚德仁的儿子龚卫国读高中时，晚上复

习功课，乡下夏季蚊子多，家庭条件不好，舍不

得买蚊香，更没有电风扇空调。他想到了一个好

办法，背上背着湿毛巾，水桶泡着脚，借助一盏

煤油灯发出豆大的光，挑灯夜读。就是这样艰苦

条件下，勤奋刻苦的他当年考上了武汉大学历史

系。

“爱屋湾代代相传的村风，就是耕读文化。这

里的人都认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由于

文化程度不高，年轻时的龚小红没能像其他同龄

人一样外出打拼，而是选择留在家里当农民。在

她记忆中，小时候村里交通不便，出行困难，农

民大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而等到干完农活，

晚餐之后，父母就会请来认字多、读书多的邻

居——一家人围坐在煤油灯下，听读一本书，“农

忙时，感觉身体都要散架了，但坐在那，静静地

耕读文化代代相传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周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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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不完全取决于经济条件，更重要的是家

长的认知。”村民们对于孩子教育的认知从哪来？

龚小红给出了答案——来自村里的学霸家庭。

“村里会特意去拜访培养孩子成才的家庭，

记录他们的育儿故事和经验，写成文章分享给

所有村民。”龚小红说，爱屋湾村的龚晓帆家

庭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家的事迹在村里可谓是

家喻户晓——龚晓帆和妻子都毕业于湘潭大学，

两个女儿龚彦焱、龚陟帜双双考入北京大学、

哈佛大学。

“从孩子半岁开始，他们就营造了家庭的读书

环境，刻意在家里不同位置摆上适合孩子的书本。”

在龚晓帆的分享中，睡前故事是孩子们每天的必

修课，他们还在孩子不同的年龄段订购各种杂志，

如《看图说话》《小溪流》《微型小说选刊》等。此后，

爱上读书的女儿们每年生日，都会自己到新华书

店挑一本最喜欢的书当作礼物。

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是言传身教。

龚晓帆夫妻从不在孩子面前玩麻将、打扑克，

而是以书报为伴。只要孩子提出买书，父母宁肯节

共享学霸家教经验

考出去的学霸反哺乡村

通过读书，学子们改变了窘迫的生活条件，

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博得一席之地。他们从这座

小乡村走出去，又带着学识和资金反哺家乡，

筑起下一代的书香家园。

“村里便民服务中心这栋楼，上世纪 90 年

代时还是爱屋湾学校，就是一位出去创业的村

民投资建的，最多时有 200 多个学生。”龚小红

说，像这样从村里走出去，又心系家乡，想要

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的人有很多。“他们愿意在

自己的有生之年和身后，为孩子和爱屋湾村的

未来留下一份努力。”

爱屋湾村便民服务中心旁，有一间特殊的

文化陈列馆，里面记载了历年来爱屋湾家乡助

学基金会所奖励的学生——每年考取大学的

爱屋湾村子弟，一本奖励 4000 元，二本奖励

3000 元。

陈列馆里，龚浩然侄子、村民龚孟华向记

者介绍起了助学基金会的由来：“一位从村里走

出的大学教授龚浩然，临终前让儿女成立助学

基金，鼓励村里的孩子努力学习，走出爱屋湾。”

2013 年起，基金会开始正式向村里的大学

生发放奖励。

“教授的儿女们都在国外，但是每年高考后

他们都会回村里，亲自为考上大学的孩子送上

助学金。”龚孟华说，十年来，68 名学生接受

了基金会的帮助共 24 万余元。

“今年，我们还打算给选择继续深造和考上

职校的孩子们发奖，考上硕士的有 5000 元，博

士有 7000 元，考上职校的也有 1500 元，只要

愿意读书，村里不会让孩子们有后顾之忧。”龚

孟华说。

听读，让我萌生了对知识的向往。

我当时是没什么机会读书了，就想

一定要让村里的孩子们接受好教

育”。

2011 年，龚小红当选村党总支

书，为方便大家读书读报、关心国

家大事，她带着村里的干部建起了

农家书屋，书屋“麻雀虽小”，但“五

脏俱全”。

尽管如此，农村学生的学习条

件和经济实力仍远不如城市里的孩

子。

“如果家庭出现变故，孩子的学

业难以为继，村里也会想办法让他

们渡过难关。”龚小红说，三年前，

李晓明的父亲因车祸致残，家中还

有一个哥哥正在上大学，成绩优异

的他一度想放弃学业照顾家人，但

被龚小红劝住了：“村里给你想办法，

你要读书，家里才有未来！”于是，

龚小红为李晓明向银行申请了助学

贷款，解决了学费问题，李晓明才

安心念书，考上了益阳师范学校。

今年，爱屋湾村参加高考的学

生有 10 余名，龚小红一户户到家里

上门走访，了解他们的身体情况和

心理状况，给予必要支持。“有一位

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学生，我们带

上了米面粮油，还准备在他考上大

学后，帮助他解决学费和生活问题。”

而对于接受过奖励的孩子们来说，他们也

选择接过爱屋湾教育的接力棒。“去年，得知

村里要建文化陈列馆，孩子们一致决定，每

人捐了 200 元。还有已经完成了学业、参加

工作的孩子，每年都会固定给基金会捐 100 元，

这几乎已经成了他们心照不宣的默契。”

省其他开支，也毫不吝啬买书钱。后

来，为了鼓励爱屋湾农家子弟读书，

龚晓帆夫妇自费出资在家乡修筑“读

书柱”，这也成为了村里有名的地标

建筑。“在龚晓帆夫妇的影响下，村

里许多家长都愿意尽己所能，为孩

子读书下本钱。”龚小红说，许多妈

妈都会放下家里的事去陪读，只要

生活撑得过去，再贵的课也会补。

村民龚谷方的孩子就是这样，读小

学时天天接受辅导，后来读中学了，

妈妈放下工作去镇里陪读，下了不

少功夫。最终孩子先后考上华中科

技大学本科和厦门大学硕士，“这孩

子初入职场，年薪就有 30 万元，家

里人都高兴得不行！”

孩子们捐建的陈列馆。

爱屋湾村考
上大学的孩
子们都会得
到基金会的
奖励。

2018 年，
龚小红与
村里的孩
子合影留
念， 庆 祝
他们考上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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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8户的小村子为何出了230名大学生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在怀化市辰溪县柿溪乡傅家湾村，离村

车程约四分钟远的沅水辰溪段白马岩渡口，

附近几个村的不少村民经常乘船往来两岸。

清澈的河水平缓流淌，一人次收费 2 元

的渡船平稳航行，一身“白装”的灯塔矗立

在岸边静默坚守，船上的人们自在地坐在船

身两旁的板凳上，闲聊起当天的所见所闻。

当听说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要去傅家湾

村采访时，大家都竖起了大拇指说“他们村

大学生多”。

这话，可不是随便说的。

在傅家湾村村部前坪左边，有一面被称

为“大学生墙”的文化墙，墙上除了村中历

史文化名人的照片和文字简介，还有“傅家

湾村院校毕业生一览表”。此表写满了近二

三十年来村里考上大学的近百名村民的名字

和学校，其中不乏国防科技大学、华中科技

大学、北京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名校，

不少毕业学子拥有文学硕士、法学硕士、生

物化学博士学位，或者成为了部队、医院、

教育等领域的专业人才、专家学者。

“全村目前有 288户，1083人，恢复高考

以来，已经出了230 名大学生。”6月6日，

傅家湾村党支部书记傅作喜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今年村里有 7人参加高考，希望

我们的‘大学生墙’上能够增添他们的名字。”

为什么傅家湾村能出这么多大学生呢？

“不能愧对先祖，辱没家风。”傅作喜介

绍，傅家湾村自古以来就重视教育，一代一

代传承崇尚学识、以读书为荣的传统。现在

村里几乎年年都出大学生，乡亲们茶余饭后

的话题总离不开教育和学习。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从村里的文化墙上

看到，辰溪傅姓一世祖傅文榜生于江西南昌，

元朝末年中进士，曾任辰州府通判、辰溪县

正堂。后逢战乱，他想返回老家，却在行至

洞庭湖时，遇到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便返

回辰溪居住，潜心教子读书。他的儿子傅晔

在明朝永乐三年登皇榜中举，授陕西白水县

教谕，后在辰溪县傅家湾购地建房。辰溪县

志记载：“县人傅晔、向以笺二人首登皇榜

中举，肇开文运。”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采访时，村里两个 6

岁左右的孩子正在“大学生墙”旁指着墙上

的文字找自己认识的字，“这个我认识，是‘大’

字”“这个我也认识，是‘一’字”……

站在一旁的孩子奶奶则问他们：“你们以

后想不想考大学啊？”“想！”孩子们清脆地

回答。

崇尚学习、耕读传家，成为傅家湾村人

数百年来的好传统。

村里有面“大学生墙”

6 月 7 日，一年一度的高考时间到了，在怀化市辰溪县柿溪乡傅家湾村，有 7 名学子和全国千千万万的考生一样走进高考这个
竞技场。村民们在期待中带着猜测：今年会考上几人呢？村里的“大学生墙”是不是又要更新了？

原来，恢复高考以来，这个目前只有 288 户、1083 人的村庄，已经出了 230 名大学生，是远近闻名的“大学生村”。近年来，
村里还把考上大学的村民名字都列在村部旁边的文化墙上，引领村民持续重视“耕读”的家风。

平均约 5 个人当中就有一名大学生，这个村有什么学习“魔法”？近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前来此处一探究竟。

带孩子来“大学生墙”观摩其实

是村里很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大学生墙”上名列左数第二的欧

乾，小时候就常被父亲欧建党带着看

“大学生墙”。如今，他也成了墙上被

人羡慕的对象。

村民张超和张豪是对双胞胎兄弟，

2018 年双双考上一本院校。其父亲张

晓明认为，两个孩子能把学习搞好，

主要得益于村里浓厚的尊师重教氛围

及榜样的激励。同时，在家里并不富

裕的情况下，张晓明一家尽量给两兄

弟创造良好的读书环境，并适时引导

和激励。

“长辈以身作则，非常重要。”77

岁的村民傅成仁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

者，他小时候并不爱读书，但父亲强

制他学习，哪怕没衣穿没鞋穿，父母

也要让他上学。爱上学习的他，“四大

名著看了三四遍”，并先后担任了村里

和乡里的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负

责人。如今，他每年花在报刊书籍上

的钱就有 2000 多元。走进他的家中，

记者发现墙上挂着的是中国地图和世

界地图，还有满架子的书、报刊，以

及读书笔记。

“我以前在外面工作，只要回家了，

我就看书看报。”傅成仁回忆，在他潜

移默化的影响中，他的两个儿子通过

读书跳出“农门”，如今都是人民教师。

他的孙子傅致远也在这种浓厚的爱学

习的家风熏陶中考上了大学，现在在

上海交通大学读研。

考上大连海运学院的傅仁旺的名

字同样出现在“大学生墙”上，他也

是村支书傅作喜经常挂在嘴边的榜

样。

傅仁旺上学时

家里很穷，除了读

书，他还要挑煤赚

钱补贴家用和学费。

“正因为读书的机

会来之不易，他对

高考更在意，考试

时可能更容易紧张，

复读了好几次，但

他没有放弃，终于

考上了大学。”傅作

喜告诉今日女报 /凤

网记者，傅仁旺的女儿傅伊佳也考上

了广西师范大学。

为了更好地发挥榜样的力量，近

些年，在傅家湾村农历新年的“村晚”

上，有一个固定节目，邀请村里大学

生登台亮相，他们不仅唱歌、跳舞，

表演节目，而且要分享自己的学习故

事、读书体会，给村里的其他孩子以

启发和激励。

“傅致远就上台分享过。”傅成仁

高兴地说。

“大学生墙”发挥榜样力量

“以前家里穷，供孩子读书并不

容易。”71 岁的村民刘秀英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曾担任村妇女主任

和村支书的她，“以前养一只鸡，也

舍不得吃鸡蛋，要卖了给孩子攒学

费”。让她高兴的是，女儿傅春艳读

书很努力，最终考上了湖南省政法管

理干部学院（现湖南师范大学）。后

来，傅春艳的儿子也考上北京理工

大学。

正是看到很多孩子上学的困难，

村里的能人贤人开始思考筹办教育基

金，对贫困学生进行资助，对考上大

学的进行奖励。

“当时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筹龙

舟队的费用时，有人提出来拿一部分

钱奖励考上大学的孩子。第二年教育

基金就正式成立了。”傅作喜回忆，倡

议是由在县里从政的村民刘际银、傅

玉清发出的，乡贤们纷纷响应，最多

时教育基金账上有八九万元。

“最开始是每个大学生奖励 500

元，现在是每个大学生奖励1000 元。

我们不分什么类型的大学，只要是大

学我们就奖励。”傅作喜介绍，每次都

会弄一个简短而隆重的颁奖仪式，以

激励更多的孩子。

同时，教育基金也给贫困的学子

带来了希望。

“要是没有村里的支持，我孙女就

不会有现在的前途。”说起孙女傅方杰

的求学故事，村民傅玉刚感慨不已。

傅方杰 7 岁时，父亲意外过世，

母亲改嫁。傅方杰与 3 岁的妹妹跟着

爷爷奶奶生活。傅玉刚是残疾人，勉

强能养家糊口，送两个孙女读书就成

了大难题。

傅家湾村两委及时出手帮助，从

教育基金中安排学费，加上傅方杰两

个叔叔的接济，姐妹俩读书有了保障。

如今，傅方杰考上了怀化师专免费师

范生，妹妹也正在读初中。

让傅作喜感慨的是，从村里走出

去的大学生们，无论是否接受过村里

的奖学金，都开始反哺村里。

傅仁旺、傅春艳等多次在村里需

要时捐款支持村里的教育、养老等村

集体事业。而那些没有考上大学但同

样事业有成的老板也非常支持村里的

教育事业。在外经商的村民傅仁寿、

欧朝寿就经常捐钱，而这两家的孩子

也在这种重教育的氛围中考上了大学。

傅作喜说，村里人如今相互“攀

比”，不比谁家钱多，比的是谁家出

的大学生多。这一切的根源就是“好

家风带来好村风，好村风促进好学

风。”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傅家湾村走

访时发现，四通八达的村道两旁都是

白墙，墙上写着《游山西村》《劝学》《悯

农》等名篇，以及一些名人有关孝亲

爱学的名句。不少村民家门口还挂着

家训牌，无论是“傅氏家训”还是“欧

氏家训”等等，内容都跟读书有关，

或是“耕读传家”，或是“勤奋好学”。

而当地各级妇联每年也对村里家教家

风优秀的家庭颁发“美家美户”“最美

家庭”等称号。

“村里正在整修村民日常生活用的

水井，并冠名‘状元井’。希望借此激

励村里的孩子更加努力向上，争做各

行各业的‘状元’。”傅作喜说。

村办教育基金为孩子求学助力

编者按：家风正，民风淳，国风清。好的家风会推动好的民风，好的民风又会影响好的家风。在湖湘大地有很多家风优良的村庄、
社区，今日女报 / 凤网特别推出“湘村家话”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美好家风故事、传承优秀家风文化，一起向上向善。
同时也期待您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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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带着家里小孩参观“大学生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