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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鼓励支持、学校全力托举、爱心人士接力帮扶……

县城19年来首个上北大的姑娘：圆梦学医，守护生命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实习生 韩潇 陈梦瑶

还记得四年前那个高考 676 分却选择报考北大考古专业的湖南女孩钟芳蓉吗？不久前，北京大
学考古文博学院发布了钟芳蓉 2024 年毕业典礼上的致辞，再度引发网友热议。 

小县城考出一位北大学生有多难？ 
近日，在一篇《县城高中里，没有“尖子生”》的文章里给出了答案：“据统计，中国有一半以

上的高中生就读于县城普通高中，而每个县城，还会有一两座重点建设的高中学校，被称为‘县中’。
多年前，‘县中’是当地乡县学生的升学首选，然而近年来，因‘尖子生’大量流失到城市重点中学，

‘县中’没落，‘清北率’和本科录取率逐年下滑”。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今年高考，株洲市茶陵
县考出了一位北大学生——三年前，她曾在一封游学申请书上，写下了深埋心中的北大梦想；三年
后，她以梦为马，成为茶陵县 19 年来首位北大学生。 

她，就是留守女孩邓羽希。

超 200 万粉丝！株洲监狱女警“花式普法”引关注

高墙内有这样一支队伍：她们每天全力奔跑，奋战在
监管最前线。而在湖南省株洲监狱，有一位身兼数职的警
花，她的名字叫戴莹莹，是株洲监狱法制办负责人，也是
拥有 200 万粉丝的“普法网红”。

2018 年，在单位领导和同事

的鼓励下，戴莹莹从幕后走向台

前，开启了她的新媒体普法之旅。

“大部分民众知道禁毒民警，却

不知道戒毒民警。”为此，戴莹

莹将镜头对准了身边的同事，把

戒毒民警的工作日常展示给大

家，渐渐地，她的视频内容更加

丰富，不仅有普法科普视频，还

有真实案例的生动演绎，让公众

深刻认识到毒品的危害。

戴莹莹通过坚持不懈的努

力，从新媒体领域的“小白”快

速成长为专业的新媒体人。她开

设多个社交平台账号，视频的内

容也从禁毒扩充到了反诈、社会

热点事件中涉及的法律知识等。

2022 年，戴莹莹受湖南省

禁毒办委托，担任省级官媒“湖

南禁毒”抖音账号的出镜与运营

工作。短短半年内，该账号粉

丝数即突破 200万大关，其个人

出镜视频单个点赞量超过 30万，

个人剪辑视频更是收获了超百万

的点赞。除了线上宣传，戴莹莹

和同事们也不忘针对线下的特殊

群体进行宣传。

“每年，我们都会进

入社区、学校，为群众送

去相关的法律知识。”戴

莹莹介绍，她发现，“学

生们喜欢轻松的、有趣的

科普”。为此，每次宣讲前，

戴莹莹都会搜集社会热

点话题和有趣的小游戏，

以此引发同学们对法律知

识的好奇。

一次，戴莹莹作为活动策划

和导演，在一所高职院校开展了

“真假警察大作战”的活动，邀

请了学校300名师生到场的同时，

还同步进行了网络直播，“在线

观看的网友最多时达到了100万

人次”。

“没想到，现场观众这么热

情。”戴莹莹记得，当时，他们

安排了两名志愿者和一名警察上

台讲述禁毒宣传故事，并现场回

答提问，让大家来甄别“真”“假”

警察。“同学们提出来的很多问

题都紧跟时事，这不仅说明年

轻一代对毒品的认识越来越深，

同时也说明我们此前的禁毒普法

宣传很有效果”。

“接下来，我将依托单位的

工作，深入挖掘罪犯背后的故事，

让更多人引以为戒。”对于未来

的工作，戴莹莹充满信心。

留守女孩的圆梦之路
今年 7月下旬，邓羽希

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

书。665 分，茶陵县理科分

数排名第一。 

作为国家专项计划培养

的县城学子，邓羽希毫不犹

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医学部，

她将未来的职业梦想定位

为：守护生命、救死扶伤。 

北京大学的录取结果一

经公布，就传遍了茶陵县。

这意味着，邓羽希成为茶陵

县19 年来首个考入北京大学

的学生。 

一时间，邓羽希成了茶

陵县的焦点人物，家喻户晓。

人人只知道她是令人艳羡

的 “北大女生”，却鲜少有

人知道，她还有另外一个标

签——留守女孩。 

邓羽希的家位于湘中地

区的茶陵县，这里自然风光

令人向往，却长期面临经济

滞后的挑战，曾是国家扶贫

开发重点县之一。在这片土

地上，很多家庭为了改善生

计，都毅然选择了南下务工，

将希望寄托在远方的城市。 

邓羽希的父母在她不到

一岁时，就选择了外出打工，

“也可以等到孩子 3 岁再走，

但终究还是要走。因为打工

是必经的路，没有选择”。 

父亲前往福建煤矿挖

煤，母亲则去了深圳从事环

卫工作。虽家境不好，但他

们用辛勤劳作一点点支撑起

女儿的北大梦。 

邓羽希父母只有初中文

化，工作时吃过很多没文化

的亏，两口子希望女儿能够以

“知识改变命运”，咬着牙供

她在茶陵县第一中学读书。 

进城读书，意味着更大

的开销。一年要缴一万多元

的学费和生活费，这对他们

家来说，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邓羽希的父母觉得再贵也

值了。 窘迫的家境，丝毫没

有影响乐观积极的邓羽希，

她小学、初中、高中在班里

一直都名列前茅，各种奖状

证书贴满了墙壁。 

她的优秀背后，父母的

付出不可或缺。在学习上，

父母给予了她充分的信任和

理解，无论是文理选择还是

专业填报，都坚定地支持她。

这种“放养”式家庭环境，

培养了邓羽希自信坚韧的品

质，遇难则进，逢关则过。 

而懂事的邓羽希也深知

父母的辛苦，她说，自己努

力学习就是希望能够回报父

母的不容易。

师生共同努力“爬坡”
 极具学习天赋的农村孩子，专

注且认真——这是茶陵县第一中

学高三班主任段勇对邓羽希的赞

许。在他看来，“万里挑一”的升

学机会之所以落在邓羽希身上，与

她本人的努力及全校老师的托举离

不开关系。 

三年前中考，邓羽希考了全县

第二名。“很多像邓羽希这样的好

苗子，中考成绩一出来，要么被其

他中学掐走，要么就是自己选择去

更好的学校念书。”段勇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当时很多像她一

样成绩优异的学生，都去了教学条

件更好的中学。为了留下剩下的优

秀学生，学校倾注了最强的师资，

还定期从外地请来名校老师辅导。 

“邓羽希从入学起就定下去北

京上大学的目标。”段勇说，她思

想独立，沉得下心，很多时候，别

的同学都在休息，她却能坚持把

一本书看完、把一套考题做完。 

然而，在茶陵县第一中学的教

学理念里，成绩并不是唯一。段勇

说，为了鼓励像邓羽希这样的留守

孩子全面发展，学校还会定期组

织各种文体活动，提高学生们的身

体素质。每天下午，段勇都会带着

学生跑步，班级经常还会举办演

讲、朗诵、拔河等比赛，邓羽希的

高中生活过得忙碌而又充实。 

融洽的师生关系，也让学生们

心无旁骛，能够更好地学习。段勇

介绍，邓羽希所在班级的 30 名学

生中共有 28人考上了“双一流”大

学。

向着梦想和未来奔跑
梦想需要众人托举。在邓羽希

的成长之路上，一直不乏爱心人士

的接力帮扶。 

2021年，刚上高一的邓羽希在

一封申请书中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上清华、北大是家人对我的期望，

也是我自己的梦想。我希望能有机

会参加游学活动，走出去开拓视

野。” 几句真实而质朴的话，让邓

羽希在全校众多申请学子中脱颖

而出，成功参加 216 班爱心资助贫

困学子“夏日一周游”活动。这次

游学之旅，她先后前往株洲、韶山、

长沙等地，亲身体验了城市的繁华

与文化的魅力。

 在游学过程中，邓羽希逐渐

打开了心扉，与同行的小伙伴们积

极交流，结交了许多新朋友。这次

经历不仅让她扩展了视野，更让她

的心态变得平和稳重，性格也愈

发坚韧。 

邓羽希展现出了对知识的渴望

和追求，更以她的坚韧不拔激励

着周围的同学。然而，家庭的经济

压力一度让她在求学之路上步履

维艰。 

得知这一情况后，学校领导高

度重视。在确认其家庭确实存在

困难后，学校决定启动困难学生

资助程序，为邓羽希减免部分学费、

书本费及住宿费等学习生活费用。

高中三年，每个学期都会为她发

放 1000 元奖学金，还从饮食、健

康等各方面保障了她的需求。 

2024 年 7月，邓羽希终于圆

梦北大。这位实现茶陵县19 年来

高考考上北大零的突破的学子，不

仅为自己开启了崭新篇章，也激励

着家乡的教育事业。

为鼓励这一佳绩并支持当地教

育，多家企业和社会组织向茶陵县

教育基金会捐款，其中四家企业

共同给予邓羽希 30万元奖励，为

她的逐梦之路增添温暖助力。

进入北大读书后的邓羽希。

2021 年，邓羽希手写的游学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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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