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分别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李光明
心里有自豪也有不舍。

再有两天，他将结束援疆支教工
作，返回沧州。

2019年12月8日，43岁的孟村职
教中心（二中）副校长李光明，作为
沧州市第九批援疆教师领队，来到轮
台县第一中学支教。

窗间过马，3 年时间匆匆而过。
回想这段经历，李光明感慨万千：“3
年援疆路，是我人生中最难忘、最有
意义的一段旅程……”

心向往之

天山水、胡杨林……和许多心向
远方的人一样，早在多年前，地处天
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的新疆轮台
县，就对李光明有种天然的吸引，并
让他魂牵梦绕、心向往之。

只不过，那时这份向往还仅仅停
留在风景上。

有一次，他和一位曾参与过援疆
的老师聊起轮台。话语间，给李光明
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那些动人心弦
的风景之外，就是当地的孩子和教
育。

也正是从那一刻起，那份在李光
明心底埋藏了多年的向往，又多了一
重意义。

2019年，当得知沧州将向轮台派
出第九批援疆教师的时候，他毫不犹
豫地报了名。

那一年，李光明的女儿李诺刚刚
考入大学，在得知他的决定后，很是
担忧：“爸爸，那里气候干燥，您身
体适应得了吗？从沧州到轮台有 3400
多公里，家里有事怎么办？”

他知道女儿说的是实情，更知道
他这一去会给家人增添许多压力。

但思虑再三，他还是选择了前
往。他这样回复女儿：“爸爸想到更
需要教师的地方去，去实现更大价
值……我会照顾好自己，也会一直
惦记着你们。”

圆梦之行

从沧州到轮台，要先坐大巴车去
机场候机，坐 4个小时飞机去往库尔
勒，再乘坐 3个小时客车才能抵达。
顺利的话，一路上也要十七八个小
时。

坐在客车上，李光明向外望去，
大漠一望无垠，偶有几只黄羊掠过，
远处的小城遥在天际线……“广阔、
苍凉，像极了电影《新龙门客栈》里
的场景。”

但这种新鲜感很快过去，随之而
来的是各种不适——与家人分离的孤
独，干燥导致的上火……“起初那一
个月，因为上火，牙疼得整夜睡不
着，脑子每天都是懵的。”

在轮台县第一中学，李光明任副
校长。他和其他 8名同批援疆教师，
共同负责两个班的教学工作。

“要想教出好学生，首先要走进
学生心里。”为此，从报到第一天
起，李光明就和老师们主动承担起了

学生卫生区的打扫任务。对待班里的
困难学生，他更是想尽办法，帮他们
走出困境。

维吾尔族学生夏一代的成绩一直
不错，但初二一开学，她突然像变了
个人似的，上课总走神，甚至想要退
学。

班主任找她谈心后才得知，暑假
期间，她的父亲突然离世，母亲不但
要独自照顾她和两个弟弟，还得赚钱
养家。于是，懂事的夏一代萌生了退
学打工的念头。

得知情况后，李光明和其他沧州
援疆老师一起，到夏一代家里探望。
从那以后，李光明便经常对她进行心
理疏导，买零食、送礼物……像对待
自己的女儿一样，细心呵护着这个学
生。

时光不负苦心人。那年的班级元
旦联欢会上，夏一代捧着糖果朝李光
明走过来，轻轻地说了一声：“热合
买提。”那是谢谢的意思。更让李光
明欣慰的是，夏一代不但从困境中走
了出来，去年还考入了轮台县第三中
学，顺利升入高中。

不光是夏一代，由援疆老师负责
的两个班，学习成绩从刚接手时的同

级中游升至前茅，中考成绩远超其他
班级。

在轮台的这 3年，李光明不光教
育学生，还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优秀
教师队伍，让援疆工作从“输血”变
为“造血”。

他建起 4个名师工作室和 1个传
帮带工作室。“同批援疆教师中，一
共有 9人来到轮台，其中有 8名高级
教师、1名中学一级教师，业务水平
都很高。”没课的时候，李光明就和
他们一起，在全县范围内开展教研指
导、青蓝工程、教师培训、专题讲
座、送教下乡等活动。

3年来，他们一共收了 19个“徒
弟”、培训了100多名年轻教师，1000
多名当地教师因此受益。

此行无悔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在轮台，李光明积极帮助维吾尔族群
众，收获了珍贵的民族友谊。

奥布力是李光明在轮台结下的维
吾尔族“亲戚”。他的妻子长年患
病，两个儿子正在上学，生活相对困
难。

李光明了解情况后，为奥布力妻
子联系了医生，向奥布力在天津上学
的大儿子伸出援手，帮他介绍工作，
助其勤工俭学。

对此，奥布力满心感激，每次李
光明来家探望，他都会紧紧抱住李光
明，不停地说：“阿达西亚克西（好
兄弟）。”

夜深人静的时候，李光明也会想
念远在沧州的家人。援疆 3年，他鲜
有机会回家。每次和家人通电话，都
有一大堆关于轮台的故事讲。

慢慢地，女儿理解了他当初的选
择，深深为父亲感到自豪，并且也想
为援疆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去年 6月，女儿来轮台探望，让
李光明欣慰的是，女儿带来了很多礼
物，有给他的，也有给学生们的。

再有两天，李光明就要结束援疆
工作，离开这个曾让他魂牵梦绕的地
方。

1000 多个日日夜夜，他没时间
去看明月出天山、大漠孤烟直，但
他并不遗憾。因为在他心里，和那
些风景相比，能够化成一颗水滴，
融进当地学生和困难群众心里，更
有意义。

搭金钱、搭时间、搭精力，在艺术团里，朱秀芬的付出

有目共睹。

可她觉得这没什么。相反，她还要感谢大家的帮助，

帮助她从烦闷的状态中走出来，重拾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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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缕阳光从云层中斜射下来，照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天山山脉，也照在了轮台县孩子们朝气纯真的脸庞上。

2019年底，作为沧州市第九批援疆教师领队，李光明来到轮台。天山水、胡杨林……这里曾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1000多个日

夜，他没时间去看明月出天山、大漠孤烟直，而是化成一颗水滴，融进当地学生和困难群众心里。

本报记者 张智超

“叮咚”一声，手机响起，沧
州市仁和文化艺术团的微信群里多
了一条新消息。

由艺术团成员自编自导自演的
网络版元旦晚会，被编辑成美篇发
布出来。文字、视频、图片互相穿
插，人们在欣赏精彩节目的同时，
也不禁为编辑这条美篇的朱秀芬点
赞叫好。

开一扇窗

今年 66岁的朱秀芬，是仁和文
化艺术团的副团长。

她有一副热心肠，整天乐呵呵
的，这几年没少为艺术团搭金钱、
搭时间、搭精力。

在这个拥有 4200多个成员的团
队里，她的付出有目共睹。但很少
有人知道，就在 3年前，朱秀芬的
生活还是另外一种状态。

16年前，朱秀芬从沧州市锻压
厂退休。生活突然闲了下来，再加
上更年期，这让朱秀芬难以适应：

“10 多年里，我每天烦躁得不行。
心里就像一直烧着一团火，稍不如
意就火冒三丈。”

一个偶然的机会，多年的好姐
妹邀请她一同参加仁和文化艺术团
的2021新年联欢会。内心烦闷的朱
秀芬，想也没想就答应了下来。

联欢会上，艺术团成员热情地
欢迎了她。唱歌、朗诵、书法、舞
蹈……大家纷纷登台献艺。热闹的
场面也感染了朱秀芬，让她不禁想
上台表演节目。“那天的气氛真是太
好了，每个人都很热情、快乐。就
像帮我打开了一扇窗，心里一下子
豁亮了！”

从那天起，朱秀芬加入了仁和
文化艺术团。

委以重任

朱秀芬年轻时喜欢跳舞，于是
被分到了艺术团舞蹈队。她每天和
队友们到公园排练，饭可以不吃，
但舞不能不跳，心里的烦闷一下子
就烟消云散了。

为了让她充实起来，刚一加入
艺术团，大家就推举她担任微信群
的管理员。

当时，朱秀芬要管理的微信群
一共有 4个，群员加起来有七八百
人，维持微信群纪律、组织艺术团
活动、为新入团成员分队分组……
朱秀芬每天忙忙碌碌，可心里却特
别敞亮，像个不知疲倦的陀螺一
样，越转越有劲儿。“好像找回了年
轻时的状态，觉得自己还有价值，
还能做很多事！”

没多久，朱秀芬又被委以重任
——由她牵头，组建合唱队。

朱秀芬立马把这当成了头等
大事，为合唱队定方向、打电话
邀请朋友加入……不到一个月时
间，合唱队就集结了 100 多位队
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那些
天，合唱队微信群每天都有新成
员加入，人数嗖嗖地涨。”朱秀芬
开心地说。

合唱队成立起来了，朱秀芬
任队长。她和大伙儿一起唱红
歌，又带动大家一起参加市义工
协会的公益活动。在小区、在乡
村，很多地方都留下了合唱队的
身影。观众们认可叫好的同时，
也纷纷加入进来，进一步扩大了
艺术团的规模。

回馈他人

去年年初，朱秀芬成了艺术团
的副团长，她把更多精力放在了公
益演出上。

为了丰富演出节目，她在合唱
队的基础上又组建了舞蹈队，经常
和团长一起带队出去慰问。

在 敬 老 院 ， 他 们 不 光 演 节
目，还给老人们带去水果，陪他
们聊天，给他们做按摩、收拾屋
子。

其实，与这些老人相比，朱
秀芬和队员们也年轻不了多少，
可他们从不抱怨，在敬老院一待
就是大半天。“虽然很累，但大家
心里甜，觉得这么做很有意义！”
朱秀芬说，“老人们高兴，我们就
高兴！”

这些年，仁和文化艺术团名声
在外，常有商家邀请他们前去表
演。其间，难免会和公益演出相冲
突，但不管商家给的酬劳多么诱
人，他们都会选择公益演出。

作为一个民间团体，仁和文化
艺术团的大部分活动经费，都是成
员们自掏腰包凑起来的。

朱秀芬知道大家不容易，总是
自己多分担一些。买水果、买设
备、买耗材……她默默为团队出力
又出钱，有时候甚至还会喊老伴儿
来帮忙。

策划活动、排练节目、组织
线上晚会……朱秀芬每天都不闲
着。成员们有事也愿意找她开
解，团里的事、家里的事，她都
有求必应。

在艺术团成员心中，朱秀芬付
出很多，可她却觉得这没什么。相
反，她还要感谢大家的帮助，帮助
她从烦闷的状态中走出来，重拾自
信。

最近，一位名叫林小糍粑的抖
音美妆博主火了起来。

从去年11月18日发布第一条短
视频至今，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她就拥有了 13.1 万名粉丝、获赞
137.9万次，其中，单条视频最高点
赞量37.2万次、有6万人回复。

林 小 糍 粑 本 名 叫 林 玲 ， 是 个
“00 后”。她走红的原因除了令人羡
慕的美妆技巧之外，还有她的遭遇。

林 玲 在 抖 音 个 人 主 页 的 介 绍
显示，她是一名脑瘫患者。

因为身体原因，林玲没怎么上
过学，有自卑心理。为此，她多年
前开始练习化妆，并在一个多月

前，鼓足勇气成为一名美妆博主。
视频中的她，头始终歪着，蜷

缩的双手经常不由自主地抖动。她
努力地涂抹粉底、勾勒眼线……可
还是经常因为手抖而毁掉即将画好
的妆容。即便如此，她也没有放
弃，继续努力，直至完成，向粉丝
们展示着自己的美丽和自信。

近些年，像林玲一样敢于正视
缺陷，并在网络上秀出风采的人越
来越多。这不仅为他们提供了一定
的生活保障，也为他们的生活打开
了一扇窗。

这些故事让我想到了鲁迅的那
句话：“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

人生。”
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有这样

那样的缺憾，也许是身体上的，也
许是家庭上的，也许就是一道一时
难以跨过的坎儿……面对这些，我
们要做的绝不是抱怨、气馁，而是
要用阳光的心态去面对和挑战。

张海迪就是最好的榜样。她幼
年时因患血管瘤导致高位截瘫，在
残酷的命运面前，她没有沮丧、没
有沉沦，而是顽强地与疾病斗争，
并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攻读
了大学和硕士研究生的课程。她的
经历以及她创作的文学作品，激励
了一代又一代人。

敢于承认并正视自己的缺陷需
要勇气，而这勇气也是胜利的法宝。

人们都说，人总要经历一些事
情才会真正成长。这大概就是因为
只有战胜挫折，才会让我们变得更
好、更强大。

正视缺陷是勇气，更是一种智
慧。逃避从来解决不了问题，唯有
敢于面对并正视自己的缺陷，才能
拥有不竭的力量去努力拼搏、勇往
直前，成为更强大的自己。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正视自己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正视自己
朱秀芬（右）指挥合唱队唱红歌

艺术团成员在表演结束后合影

▲▲李光明李光明（（左四左四））与援疆教师送教下乡与援疆教师送教下乡

▶▶为学生们讲课为学生们讲课

▼▼李光明李光明（（左一左一））看望维吾尔族困难群众看望维吾尔族困难群众

知 言

本版照片均为资料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