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时间清晨 6时，运河区御
景国际一栋楼房里，王炳章准时坐
在电脑前，为巴西大学国际合作集
团讲授《中文 I》。大洋彼岸，正是
巴西时间晚 7时，当地 80多所大学
的学生正通过网络实时参与。

作为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
孔子学院的优秀青年教师，王炳章
深受巴西学生拥戴。在他们看来，
这个 24岁的中国青年言谈举止之
间，散发着东方文化熏陶下的谦谦
君子之气，那睿智幽默的谈吐、干
练的行事风格、富于创造力的授课
方式，困难面前永不言弃的勇气和
毅力，让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人的魅
力，甚至产生了想去中国的意愿和
渴望。

立志当中国文化的传播者

3月的风和煦温润。和王炳章
聊天，恰有如沐春风的感觉。“一
定都是冥冥中的缘分。”他的讲
述，从2015年高考结束后的那个暑
假开始。

在那个被所有高中生看来最该
放松身心的假期，他选择到澳门参
加了葡萄牙语培训。对语言，他有
一种天生的热爱。彼时，只是源于
喜欢和好奇，并没有什么规划。当

他捧起葡语课本的那一刻，并不知
道，自己以后会和这个语种的人们
结下深深的情谊。

王炳章是理科生，考上了河北
师范大学计算机专业。因为热爱语
言，一个学期后，转到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师从乔建珍教授。乔建珍
负责中巴孔子课堂的共建工作，她
还是巴西一所大学孔子学院的中方
院长。她很喜欢王炳章，学业之
外，鼓励他多涉猎有关中国文化的
知识，还经常给他压担子。从那个
时候，他就立志当一名巴西孔子学
院的老师，跟随恩师，做中巴文化
交流的促进者。

乔建珍告诉他，一名合格的孔
子学院老师，不仅要具备汉语能
力、外语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
还要熟悉中国文化，掌握中华才
艺。王炳章是个笃定的人，一旦确
定了奋斗方向，一切便都开始向着
这个方向努力。

石家庄有不少外籍学生。王炳
章经常带他们学习中国文化，也向
他们学习各国语言。阿拉伯语、韩
语、俄语，他都有所接触。只要有
时间，他还旁听美术、书法等专业
的课程，大学四年学下来，还掌握
了书法、国画、篆刻的基本方法。

2018年冬，王炳章顺利通过孔

子学院的选拔考试。2019 年 8 月
底，他来到巴西弗鲁米嫩塞联邦大
学孔子学院任教。

接待者向他陈述了三点：一、
已帮他租了青年旅馆，但只有一周
时间，也就是说，一周之内，他要
自己找到房子；二、只能休整一
天，第二天开始上课；三、汉语桥
巴西赛区的决赛在周日举办，他们
邀请他担任决赛主持人。

当天是周五，他算了算日子，
主持决赛太仓促了，没有时间准
备。思考片刻，他还是答应下来。

中国特色小礼物装了半箱

王炳章的第一节课就大受欢
迎。

这节课，他准备已久：他的行
李箱中一半装的是富有中国文化特
色的各种小礼物：十二生肖的冰箱
贴、印着书法墨宝的书签、还有小
幅剪纸作品……它们对老外有很大
的吸引力。

在介绍中国的时候，他不失时
机地拿出小礼物，还给大家每人起
了个中国名字。尽管口语还不过
关，但中国人特有的幽默，让他愉
快地化解了尴尬。

学生们喜欢上了这个年轻的中
国教师。后来王炳章找房子时，学
生就给予了帮助。

汉语桥巴西赛区的决赛主持得
也很成功。

不久，乔教授让王炳章带着这
次比赛的冠军到中国参加总决赛。
那一年，他 21岁，却要给一个 17
岁的巴西男孩儿当监护人。不仅要
辅导他汉语，还要照顾他起居。

“那一次，我彻底完成了从学生到
老师的角色转变。”王炳章说。经
过层层决赛，巴西男孩儿闯进了比
赛世界30强。遗憾的是，后来因要
回巴西参加高考只得中途放弃比
赛。但这已经是巴西取得的最好成

绩了。
每到年底，巴西孔子学院都会

举办中巴文化交流展示活动，王炳
章现场挥毫泼墨写“福”字、写春
联，画国画《熊猫春竹》，都是活
动上颇有亮点的表演。

后来，孔子学院与位于另一座
城市的大学展开合作，从此，他要
在两所相距60多公里的大学间奔波
授课。之后，又有新的大学设了孔
子课堂，他就更忙了……

辛苦可想而知：在这所大学站
着上完三四个小时的课，他要驱车
两个多小时或者坐船赶赴另一座城
市去上课。课程结束，来不及休
息，又要往回赶。为了赶时间，午
饭和晚饭都要在路上解决。回到住
处，累得一动也不想动。第二天上
课时，又满血复活了。

能不能不这么奔波？能不能不
任这么多课？他想了想，回答：不
能！

他眼前总是晃动恩师乔建珍的
身影。那个 50多岁、快退休的人，
拼了命般地建设巴西孔子学院。经
常是凌晨 1时，在发邮件；凌晨 4
时，还在发邮件；父亲去世，都没
能赶上……王炳章想，我多干一
点，就能多为恩师负担一点，中国
文化在巴西传播得就能更广一点、
多一点……

巴西学生眼中的中国很惊艳

王炳章身上有静气，这是他这
个年龄段的男孩子少有的气质。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暴发。
巴西孔子学院的老师们陆续回国，
到最后只剩下两名老师，其中就有
王炳章。

老师再少，课也得上。
那是他上课最辛苦的一段时

光，他坚定信心，咬牙坚持……此
情此景，央视新闻做了报道。

2020年 9月，巴西孔子学院的

中国老师最后一批回国，王炳章就
在其中。他们用了 3天时间，从巴
西转机法国、日本，飞机最后在西
安降落。隔离期间，只休息了一天
（倒时差），他就开始了线上授课。

中国与巴西时差11个小时，他
的授课时间往往要在晚上。有一段
时间，密集的课程安排，加上大量
行政管理工作，他累病了，却依然
尽自己最大努力坚持着……

从古至今，从文化到文明，从
艺术审美到汉语之美，从民俗故事
到时尚潮流，他的课上，不仅有悠
悠中华五千年文明，有儒家风范、
东方智慧，还全面立体地呈现着今
天中国的方方面面：绿色生态的中
国、经济繁荣的中国、共同富裕的
中国、强大自信的中国……

随着学生们汉语水平的提高，
王炳章开始让学生们用汉语讲述他
们眼中的中国。每节课，他都拿出
一定的时间，和学生们共同聆听巴
西人口中的中国故事。

“这些故事太惊艳了，出乎我
的意料。”王炳章说，这些故事内
容很多，有介绍中国新冠疫苗的，
有讲述中国电竞的，也有介绍中国
文学、中国纪录片的。最让他吃惊
的是，好几个学生讲了中国的脱贫
攻坚，其中一名学生说，中国脱贫
攻坚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成就！

所有这些，都让王炳章既感动
又骄傲：“当你从外国人口中听到
这些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故事时，你
会产生特别强烈的感叹：我爱我的
祖国，我爱我的人民！”

今年 3月 8日，弗鲁米嫩塞联
邦大学孔子课堂为巴西大学国际合
作集团开设的 《中文 I》 正式开
课。巴西80多所大学可网上实时上
课。“一共有 6165人报名，没想到
巴西人民学习汉语的热情那么
高！”王炳章说。

这次授课的老师共两名，院长
乔建珍之外，就是王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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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9日下午 4点多，运河区
南陈屯乡王庄子小学，附近居民
正在接受首轮核酸检测。在现有
棉签用完、等待新棉签运来的短
短 15分钟内，一名检测人员累得
睡着了。

防护服、口罩、护目镜、面
屏……全副武装下，我们不知道
他们的模样，却知道从8日晚接到
通知，他们就马上投入到了紧张
的核酸检测中，一直工作到9日凌
晨2点。稍事休息，凌晨5点，又
开始继续检测，直到现在。

这两天，沧州城区全员核酸
检测，在这背后不知有多少医务
人员、志愿者，以及我们没有看
见、并不知道的人们，在默默奉
献！

衷心向他们道一声辛苦了！
杨金丽

核酸检测点核酸检测点

累得睡着的他令人动容累得睡着的他令人动容

近日，泊头市烟草专卖局组
织本单位女职工和附近小学的一
些学生，开展了黄骅面花和吴桥
杂技花馍体验活动。不仅让大家
了解了这两项非遗项目的起源和
发展，切身感受到了非遗的魅
力，同时还丰富了女职工们的精
神文化生活，激发了大家爱生
活、爱家乡、爱祖国的热情。

李南南 张亚平

“二月二，龙抬头”。3月 4日，
青县马厂镇王维屯村幸福院里，一
片欢声笑语。镇里组织的志愿者
们，为孤寡老人义诊、理发、表演
戏曲。在一众志愿者中，69岁的段
桂兰默默地在厨房里忙活着。

她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自
2011年幸福院建立，她就在这里帮
厨，一干就是11年。每天都与老人
们相伴，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连
年夜饭都陪老人们吃。

11年，她和老人们处出了
感情

2011年，受王维屯村“两委”
委托，段桂兰到幸福院从事公益岗
位——为老人们做饭。从此，“夏
五冬六”就成了她的生物钟。11年
来，她天天擦黑儿出发，做完晚饭
回家，风雪无阻。“雨太大就穿雨
披，衣服湿了一会儿也就干了。雪
大路滑，两个儿子谁有空谁就接
送。”说起这些年的故事，段桂兰
打开了话匣子，“原来没那么多路
灯，一早一晚天又黑，自己骑车子
也害怕呢！”现在，灯亮了，路也
好走了，她的劲头更足了。烧水熬

粥、切菜炒菜、刷碗擦地……虽然
日复一日，循环往复，她乐在其
中。

“我的老父亲当时就爱吃花
卷、喝黏粥！”长年照顾父亲，段
桂兰了解老人的生活起居，也知道
老人爱吃软糯的菜粥，一日三餐都
准备容易咀嚼好消化的饭食，花
卷、包子、稀饭、面汤……每天变
着花样为老人做饭。

“幸福院就是个有爱心、有孝
心的地方，他们都是孤寡老人，都
说老小孩儿，我是既当闺女又当
娘！”段桂兰说。

因为是公益岗位，报酬有限，
但长时间和老人们处下来，段桂兰
和这些老人处出了感情。她经常帮
着清洗老人们换下来的床单衣物。
有时哪个老人大小便失禁了，她也
不嫌味、不怕脏，二话不说为老人
清理干净。

不陪老人吃年夜饭，这个
年过不痛快

段桂兰觉得，自己的家像个旅
馆，有需要的东西拿了就走；幸福
院反而像个离不开的家，总是时时

处处惦记着老人们。
除夕夜万家灯火的时候，段

桂兰刚回家；初一吃饺子拜新
年时，她又忙着为老人们换新
衣、煮饺子，这 10 多年她都没
和儿孙一起过过一次春节。牛
年除夕，二儿子跟她商量，能
不能在家吃顿团圆饭，一起过
个年？她想了想，同意了，除
夕下午跟院长打了招呼，安排
好老人后，她回了家。到了家
她又坐不住了，左想右想还是
不放心，跟儿子儿媳们说：“你
们有酒有菜有人陪，老人们我
放心不下，咱家的年夜饭以后
有的是机会吃，不陪老人吃年
夜饭，这个年我过不痛快。”

她骑车子又回到幸福院，和
面、调馅儿，和老人们一起包饺
子、吃年夜饭。段桂兰觉得，陪伴
老人，这个年过得才算圆满。

舍小家为大家，她愿意再
干11年

说起段桂兰，王维屯村党支部
书记杨宝良连连为这位老大姐点
赞：“很多人伺候自己的父母都不

及我这个大嫂伺候这里的任何一位
老人精心！她本身就是个善良、勤
快、细致的人。不说帮厨，也不说
这么多年她帮着为老人们洗过多少
床单衣物，就说她为老人们理发、
洗脚、剪指甲，光这一点就了不
起！”

杨宝良说，幸福院里有 3位老
人患有小脑萎缩，时而明白，时而
糊涂。有一次，因为做的饭菜不合
其中一位老人的胃口，段桂兰刚为
他盛好饭，他尝了两口就摔了碗，

段桂兰劝了几句，他糊涂劲儿上
来，抬手就打。这些，段桂兰都忍
下了，从不跟儿子儿媳抱怨。她总
是想，将心比心，自己的老人要是
犯糊涂，自己不也是受着吗？这些
老人没儿没女，自己权当是他们的
孩子了。

这些年段桂兰舍小家为大家，
很少提及自己受过的委屈、遇到的
困难。采访中，她总是笑呵呵地
说：“我愿意奉献，身体也硬朗，
再干11年都行！”

在北京冬残奥会举办期间，
任丘市中华路街道办事处惠安社
区广场上，举办了一场“拥抱冬
残奥，一起向未来”的活动。张
华绿色家园轮椅太极拳队和柔力
球队受邀表演了轮椅太极、轮椅
柔力球、旱地冰壶等残疾人运动
项目。残疾朋友们自强不息、积
极乐观的精神，让观众深受鼓舞。

张华绿色家园成立于 2002
年，是由100多名残疾人、病人和
志愿者组成的民间爱心群体，曾
开创数个全国第一。他们不仅热
心公益、勇于奉献，还一直酷爱
并致力于推广残疾人运动。早在
2005年 7月，就成立了残疾人柔
力球俱乐部，参加了全国首届残
疾人柔力球表演，并代表中国参
加了首届国际柔力球交流大会。
后来，他们又学习了轮椅太极、
旱地冰壶等适合残疾人的运动项
目，多次代表沧州、河北参加比
赛和表演。张华绿色家园会长文
革说，发展残疾人运动，就是为
残疾朋友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让大家展示自己，增强自信，改
善和提高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
活的能力。

杜江云 杨金丽

残疾人残疾人

运动起来也很美运动起来也很美

全球新冠疫情，并未影响中国文
化在世界的传播。

2020年疫情以来，作为巴西弗鲁
米嫩塞联邦大学孔子学院的一名老
师，沧州“90后”小伙儿王炳章，一
天也没有耽误学校的课程。如今，回
到国内的他正安坐家中，为大洋彼岸
巴西80多所大学的学生们进行线上汉
语授课。

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3
年来，这占据了王炳章几乎全部的时
间和精力，但他却乐此不疲。

“““909090后后后”””小伙儿王炳章小伙儿王炳章小伙儿王炳章

为为为巴西人民讲好中国故事巴西人民讲好中国故事巴西人民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杨金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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