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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武警广东总队茂名支队信宜中

队的图书室，记者看到几名战士在“比

划”不停，一旁还有人纠正动作。

“这是在学手语。”中士吴良伟告诉

记者。

上周，中队官兵去信宜市福音特殊

教育学校开展共建活动。回来后，几位

官兵觉得自己手语还不够熟练，没能和

听障儿童流畅交流，特意来“补课”。

“我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在春节、

建军节这些特殊的时间节点我们还会开

展特别活动。”吴良伟说，“学会用手语，

更容易和听障儿童拉近距离。”

每月去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共建交流

活动，信宜中队已坚持了 27 年。

1997 年 的 一 天 ，中 队 官 兵 拉 练 归

来，遇到一群孩子在队伍前进的道路上

嬉闹玩耍。可是任凭官兵口号喊得震天

响，他们依旧没有让开道路。直到一位

老师过来对孩子们比划，孩子们才点点

头离开。老师充满歉意地告诉官兵，这

些孩子是来自信宜市福音特殊教育学校

的聋哑儿童，听不到声音。

一次擦肩，让中队官兵注意到了这群

身处安静世界中的孩子们，从此他们与福

音特殊教育学校结下不解之缘。中队官

兵开始定期组织小分队到学校教听障儿

童认字、陪他们做游戏，还在中队图书室

里设了一个爱心捐款箱，以帮助家庭困难

听障儿童。27年过去，中队搬离了市区，

许多官兵退役离队，可是每个月来学校与

听障儿童见面的约定，一直没有中断。

前阵子，福音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李

勤将中队官兵来学校与师生拔河、舞狮

的照片晒到朋友圈，曾在学校就读过的

学生小晴评论：“好怀念和武警大哥哥一

起玩的时光呀！”

“ 这 个 孩 子 可 是 我 们 的‘ 金 牌 学

生’。”李勤笑言。他还记得，那是 2006

年 ，中 队 官 兵 到 学 校 教 孩 子 们 打 乒 乓

球。当时 8 岁的小晴独自站在一边，中

队文书陈敏智注意到了她，便主动拿着

球拍找到她，示意她一起打。

一 次 互 动 ，让 小 晴 喜 欢 上 了 乒 乓

球。“那会儿她人和桌子差不多高，可是

吃饭睡觉球拍都不离手。”李勤说，慢慢

地，小晴展现出运动天赋，加上刻苦练

习，很快就“打遍学校无敌手”。

第二年，信宜市举办的第一届残疾

人运动会刚好有乒乓球项目，可小晴却

拒绝报名参赛。得知有点内向的小晴不

愿报名，陈敏智第二天请假到学校鼓励

她，还送给她一副新球拍。

那次比赛，9 岁的小晴获得信宜市

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乒乓球项目金牌。

“这枚金牌我现在还带在身边。”如今在

深圳工作的小晴在发给李勤的信息中写

道，“每当我看到这枚金牌，都会想起武

警大哥哥对我的鼓励和帮助。”

27 年中，这样的故事，积攒了许多。

去年八一建军节，吴良伟参加了一

场特殊的升学宴——从福音特殊教育学

校走出的学生鹏鹏考上了重点大学。收

到录取通知书时，鹏鹏妈妈喜极而泣，专

程到学校报喜，并联系中队，邀请陪伴和

教过鹏鹏的官兵到家中庆祝。

鹏鹏 6 岁时，因确诊先天性语言障

碍而来到福音特殊教育学校。“语言障碍

的孩子，只能靠定口型、摆舌位、正音调，

一遍一遍地练。”李勤说。那时起，吴良

伟和鹏鹏结成了帮扶对子，一个字一个

字地陪他练习发音。

小学毕业时，鹏鹏已经能够一字一

句地讲话。初、高中期间吴良伟与鹏鹏

的联系也没有中断，每次考试取得进步，

鹏鹏都会向吴良伟报喜。

“就像做梦一样。”聊起过往，鹏鹏妈

妈说，她特意将升学宴选在建军节这天，

就是希望能在鹏鹏的人生中，永远保留

那一抹坚韧的迷彩色。

“我们很珍惜这份缘分，这是我们的

光荣。”中队指导员曾浩铿说，“希望我们的

努力，能为他们的人生添上一抹‘橄榄绿’，

为他们带来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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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山脚下，盘龙江边，我们的帐

篷小学，披上战争硝烟。亲人解放军

教我们学文化，亲人解放军保卫我们

的家园……”

“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云南省麻

栗坡县迎来一群“特殊客人”——由火

箭军某旅和云南省麻栗坡县人武部官

兵组成的一支回访小分队，踏访 40 年

前该旅前身参与创建的“帐篷小学”旧

址。

在“帐篷小学”旧址的迷彩围墙外，

官兵与已并入麻栗坡县老寨小学和天

保口岸学校的同学们再次唱起“帐篷小

学”校歌，一同回忆这所学校的往事。

战场办学

帐篷里的学校

坐落在麻栗坡县天保镇八里河东

山后的苗族村寨芭蕉坪，距国境线只有

800 多米。如今安宁祥和的芭蕉坪，在

40 多年前曾饱受战火蹂躏。

那年，火箭军某旅前身某工程团奉

命开赴前线。受战争影响，麻栗坡边境

一线的几所小学均遭受不同程度毁坏，

许多学生无法正常上课。“打仗也不能

耽误孩子上学读书！”某工程团和兄弟

单位因陋就简，决定在驻地附近的八里

河、芭蕉坪等地支起军用帐篷作为学

校。

八里河东山芭蕉坪“帐篷小学”诞

生于 1984 年 12 月，一顶军用帐篷、一块

小黑板、9 个充作课桌的炮弹箱，就是

这所学校的全部家当。学校由一名“兵

校长”兼任文化课老师，就读的只有 9

名少数民族学生。

“当时，这样的‘帐篷学校’有好几

处，还有面向中学生和社会青年的。我

们团在磨山粮库办了一个‘帐篷班’，学

生年纪在 15 到 18 岁之间，教高中以下

文化课和无线电、电器维修等技能。那

个教室是用竹竿当骨架，竹席作屋顶和

墙面，教员由我和团里官兵轮流担任。”

当年参与“帐篷办学”的时任某工程团

宣传股干事孟献常回忆。

除了条件艰苦、资源紧张，“动员上

学”也是“兵老师”们遇到的难题。芭蕉

坪是壮、苗、回族等少数民族杂居的边

陲村寨，大多数儿童从小就要下地干

活，很多村民并不支持孩子上学。

“我带着教员何兴全到芭蕉坪找到

村长，村长陪着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动

员学龄儿童上学。”时任某连指导员刘

建民告诉记者，为改善边境地区的教育

状况，连队还以战斗班为单位与学生家

庭“挂钩”帮扶，为他们解决生产、生活

上的困难。

“帐篷小学”办学条件也不断改善：

新的军用帐篷替换了原先的旧帐篷，用

子弹箱、炮弹箱制作的简易课桌、小方

凳重新上了漆，帐篷里挂上了“好好学

习，天天向上”等标语。

就这样，硝烟弥漫的战地传出了琅

琅书声，一顶顶军用帐篷成为学生的新

课堂，成为他们开蒙启智的地方。

军地共管

不掉棒的“接力”

“这条坑道下方 200 米处，就是全

国妇联原主席、朱德元帅夫人康克清同

志题词的‘帐篷小学’原址。”在参战老

兵崔乐全指引下，回访小分队来到了当

年建造的八里河东山芭蕉坪指挥坑道。

“当时提出的办学宗旨，是要解决

当地学龄儿童‘无学校、无教师’、上学

难的问题。”“帐篷小学”原校长马发燕

说，“为减轻群众的负担，‘帐篷小学’一

直是免费办学，经费全部来自部队官兵

捐款。”随后十几年，虽几经部队轮换、

官兵退役，但这场“接力”从没掉棒，“帐

篷小学”完整地移交下来，采取军地共

管的模式坚持办学。

1993 年，“帐篷小学”搬入部队撤

离后的营房。2000 年 4 月，某边防团对

校园进行综合改造……这些年，“帐篷

小学”先后搬迁 6 次，帐篷变竹舍、瓦屋

变楼房，但不变的是驻军部队对“帐篷

小学”学生们的关怀。

麻栗坡县教体局副局长王芳介绍，

在军地各级以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

关心下，芭蕉坪“帐篷小学”一度成为边

境地区建设一流的小学，还与邻近的几

所学校合并扩大了办学规模。2009 年

9 月，“帐篷小学”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教育部授予“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称号。

麻栗坡县天保镇八宋小学教师王

和 强 ，就 是“ 帐 篷 小 学 ”走 出 的 学 生 。

2010 年从云南民族大学毕业后，他回

到老家的学校任教。“曾经是‘兵哥哥’

为我们照亮了前行的路，我要接过他们

的火炬，继续他们的事业。”王和强说。

如今，“帐篷小学”因生源减少，学

生并入麻栗坡县老寨小学和天保口岸

学校，但“帐篷小学”仍作为一条纽带，

将驻军部队官兵和边境地区的学生们

紧紧联系在一起。

薪火相传

校园里的“常客”

“我曾两次赴黎巴嫩参加国际维

和任务，还赴尼泊尔执行抗震救灾任

务 ……”近 日 ，麻 栗 坡 县 人 武 部 参 谋

李华健来到天保口岸学校，结合自身

经历为同学们上了一堂以“带你走近

军人”为主题的思政课。

“自‘帐篷小学’建校以来，‘兵老

师’就没有缺席过。”人武部政委李峰介

绍，在“帐篷小学”军地共管期间，学校

不仅有“兵老师”，还有“兵校长”。

“帐篷小学”第 8 任、也是任职时间

最长的“兵校长”叫周真国。1992 年，

从贵州安顺师范学校毕业入伍的战士

周真国被某边防团委派接任“帐篷小

学”校长，一干就是 15 年。2007 年学校

移交地方后，部队不再选派战士担任常

任教职工，官兵与“帐篷小学”的感情却

从未冲淡。2012 年，周真国退役后被

聘为“帐篷小学”名誉校长，继续为学校

的发展建设奔走。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如今，边防部队和人武部官兵成了学校

里的“常客”。

在天保口岸学校，随处可见“帐篷

小学”的文化传承。教学楼前有从八里

河东山引接河水建成的景观，提醒师生

铭记历史、饮水思源。学校里设置一面

“红歌墙”，还将防炮洞遗址修缮作为校

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学校建起一座

充满“军味”的运动场，每当有官兵来校

开展国防教育活动，这里都是最热闹的

地方。

将慰问品和书籍送给学生后，回访

的火箭军官兵与学生们许下约定，还会

再来这里看望同学们，维系好这份战火

中传承下来的军民情谊。

图①：云南省麻栗坡县天保口岸学

校的“红歌墙”。 资料图片

图②：麻栗坡县人武部教员教授学

生军体拳。 沈 洋摄

图③：八里河东山“帐篷小学”原

址。 卞 强摄

本版制图：扈 硕

这是一所诞生于战火硝烟中的学校。在军地共同呵护下，如今它已成为一条纽带，将驻
军部队官兵与边境地区学生紧紧联系在一起—

“帐篷小学”：鱼水相依40年
■王洪续 本报记者 王凌硕 通讯员 杨白冰

5 月 26 日，沈阳理工大学与辽宁省军区、沈阳警备区联合举办军事主题亲

子活动，邀请部分教职工和官兵携带子女共同参加。图为参加活动的一对父子

在沈阳理工大学全民国防教育基地为体验模拟射击做准备。

荣俊运摄

特别策划

5 月 28 日，海军某中心部分官兵刚

到达贵州省仁怀市长岗小学，就被学生

们围住了。

“海军叔叔，儿童节我们有文艺汇

演，我也参加了！”

“叔叔，我画了上次参观的军舰。”

这是该中心官兵今年第 2 次来到

长岗小学开展共建交流活动。今年的

“ 六 一 ”国 际 儿 童 节 ，该 中 心 邀 请 8 名

海 军 仪 仗 队 队 员 ，准 备 在 校 园 内 举 行

一次孩子们盼望已久的升旗仪式。听

到 这 个 消 息 ，长 岗 小 学 的 学 生 们 雀 跃

不已。

“自从海军某中心与我们学校结对

帮扶以来，学生笔下有关大海与军舰的

作文和图画越来越多。”长岗小学教师

杨伶燕说，“我有时感到，‘浪花’就在孩

子们的心中奔涌。”

2021 年，海军某中心聚焦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积

极开展跨区帮扶工作。他们通过贵州

省扶贫办，联系到位于长征沿线的仁怀

市长岗小学。

实 地 考 察 后 ，该 中 心 为 学 校 更 换

教 室 、宿 舍 门 窗 ，在 校 园 内 打 造 具 有

海 军 特 色 的 国 防 教 育 长 廊 ，设 立“ 启

航 助 学 金 ”，资 助 品 学 兼 优 学 生 和 家

庭 困 难 学 生 。 长 岗 小 学 校 长 赵 应 阶

告 诉 笔 者 ，中 心 为 学 生 们 捐 赠 上 千 册

课 外 图 书 和 有 军 旅 元 素 的 笔 记 本 ，还

为 学 校 购 置 体 育 、音 乐 等 各 类 活 动 器

材。

2022 年底，在中心和学校的共同努

力下，长岗小学被列入“海军爱民学校”

名录，成为海军 96 所爱民学校之一。

“我去过长岗小学好几次。学生们

从一开始对海军很陌生，到后来能够对

最新舰艇如数家珍，我真切地感受到这

种交流给山里孩子们带来的变化。”该

中心干事赵品龙说。

今 年 4 月 ，该 中 心 赴 长 岗 小 学 发

放新学期“启航助学金”，并邀请师生

代表赴天津参加人民海军成立纪念日

活动。

在天津某国防教育基地，长岗小学

学生兰惠珺第一次登上退役舰艇，还参

观了平津战役纪念馆。带着对大洋的

向往，返程之际，兰惠珺送给该中心官

兵一幅画——海面上，穿着水兵服的海

军官兵驾驶军舰驶向深蓝。

这幅画，被该中心文职人员丁玲精

心保存起来。“孩子们的心意，对我们来

说是一种激励。”丁玲说。

在长岗小学，官兵还看到一段六年

级学生陈佳骏在今年春节文艺汇演上

的视频。

视频中，主持人问他：“你长大后的

梦想是什么？”

“我要上南昌舰……”

稚嫩的誓言响在耳畔，官兵仿佛听

到 孩 子 们 的 心 声 犹 如 海 浪 ，从 贵 州 深

山，一路奔涌到海边。

左图：今年人民海军成立纪念日期

间，长岗小学师生代表受邀来到天津市

某国防教育基地，登上退役舰艇参观。

高祖胜摄

海军某中心牵手贵州省仁怀市长岗小学——

从此深山涌“浪花”
■高祖胜 殷晓龙

本报讯 赵萌、特约通讯员陈游峰

报道：“六一”国际儿童节将至，第 73 集

团 军 某 旅 排 长 董 孟 哲 盘 算 着 ，为 自 己

资 助 的 孩 子 买 些 新 衣 服 和 学 习 用 品 。

他把自己的想法发到爱心小分队微信

群，不一会儿，就得到天南海北战友的

响应。

这支爱心小分队，初始成员是董孟

哲和他的 3 位舍友。2019 年，董孟哲就

读于陆军工程大学，第 79 集团军某旅雷

锋 班 第 25 任 班 长 毕 万 昌 是 他 的 同 学 。

一次，在听毕万昌分享雷锋班的故事后，

董孟哲也萌生了资助家庭有困难的儿童

完成学业的想法。于是，他和同宿舍的

3 名战友杨耀、郑开放、高忠奎商量，组

建起一支爱心小分队。

毕业后，舍友们各奔大江南北，杨耀

在某部任参谋、郑开放在第 74 集团军某

部任排长，高忠奎在北部战区某舟桥部

队任职。分散各地的每位成员都成为一

颗火种，带动起身边战友加入到爱心捐

助队伍中来。如今，原本只有 4 名成员

的爱心小分队，已有 20 多名成员，资助

了 21 名学生。

“最近又有几名战友听说了我们的

活动，想要加入小分队。我们正准备再

资助几名学生。”董孟哲说，“我们的力量

很微小，但我们会坚持资助这些学生到

高中毕业，帮助他们找到自己人生的方

向。”

陆军工程大学一宿舍 4 名学员毕业后继续带动身边战友帮
扶家庭有困难儿童——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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