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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李惊亚

最近，63 岁的陈立群即将卸任台江县民族
中学校长一职的消息，震动了大山深处的台
江县。

人们舍不得这位兢兢业业为苗乡付出 1400
多个日日夜夜的好校长。许多人给他发来信息，
甚至写信给他，表达内心的留恋和不舍。

台江民中一位老师写信给他：“听说您要离开
台江的消息，整整有一个星期我都在失眠，可是后
来慢慢想明白，您在这里付出太多太多，您给这片
土地带来太多太多！我们不能那么自私，一直‘霸
占’着您。千言万语，唯有感恩与铭记您的付出您
的好。”

陈立群的内心，更加百感交集。“卸任校长，主
要是组织考虑到我身体状况不太好，虽然杭州选
派的新校长即将上任，但我不会马上离开。”陈立
群说。

他已被聘任为台江县教育总顾问和台江民中
终身名誉校长，“下半年，我会留在台江，确保把工
作交接好。离开台江后，或许我还会去贵州另外
的贫困县支教，现在一切还是未知数。”

是的，他舍不得这片曾洒下汗水与泪水的土
地，这里有唱不完的山高水长。那些渴求知识的
苗家孩子的双眸，令他终生难以忘怀。

4 年前，从杭州名校学军中学校长任上退休
后，陈立群拒绝了民办学校百万年薪，主动来国家
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台江县支教。

他支教分文不取，反而自费资助学生、奖励教
师 30 万余元。他爱生如子、不求回报，被学生亲
切称为“名校长爸爸”。

4 年前，台江民中是远近闻名的“差校”，问题
学生多，高考本科上线率仅 10%。但刚刚过去的
2020 年高考，台江民中 1047 名考生中，829 人达
本科线，其中 270 人上一本线，本科上线率达到
79%。

4 年支教，他帮助超过 2200 名贫困苗族孩子
走出大山，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

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

本科上线率从 10% 到 79% ，

2200 多名“寒门贵子”走出大山

在黔东南和台江，提起陈立群校长，人人都会
竖起大拇指。

这 4 年，曾经远近闻名的“问题学校”台江民
中，高考成绩“一年一个台阶”，共有超过 2200 名
学生考上本科，走出贫瘠的大山。

这几年，每次高考成绩发布后，陈立群都会走
村串寨送喜报，以这种形式激励当地尊师重教。
今年，他花了一天时间，去了排羊、老屯和施洞等
乡镇送喜报。

在施洞镇平兆村，学生潘吉金的父母出门打
工了，只有他和 80 多岁的奶奶在家。尽管房屋很
破旧，但奶奶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说这是他们家
世世代代出的第一个大学生。

潘吉金说：“多少年没有看到奶奶脸上的笑容
了，听说有老师要来家访送喜报，奶奶一大早就开
始准备午餐了。”

几个家庭走下来，家长们都说这是他们家出
的第一个大学生，表示要把家里的所有孩子送到
学校去读书。

“我在杭州学军中学做校长时，一本上线率可
以保持在 97% 左右，因而可以投入较大精力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台江是教育薄弱县，最重要的是
让更多的普通百姓看到教育的力量，看到未来，看
到希望。”陈立群说。

4 年过去了，除了高考成绩，陈立群感觉变化
最大的，还有当地老百姓对教育的态度和精神
状态。

刚来台江民中的时候，当地人似乎对这所学
校不抱希望。学校连家长会都组织不起来，家长
会上老师比家长还要多；老师出门不敢说自己是
台江民中的，出租车司机听说去台江民中甚至会
拒载，还戏谑地反问：“你们学校一年能考上几个
大学生？”

高考时，校门口三三两两的没有几个家长等
候，似乎很少有人关注高考。

这几年来，高考当日来到校门口的家长人数
越来越多。今年更是熙熙攘攘，不少家长平日里
都在外打工，因为子女参加高考而特地请假回来。
此外，还有排放整齐的数十辆出租车，等着免费接
送考生。

7 月 9 号上午的英语听力考试结束，陈立群
来到校门口，家长纷纷过来和他握手，有的要和他
合影，有的特地给他送上鲜花。他上车准备回住
地，家长们还热情地鼓起掌来。

“其实，我只是做了一些很平常的支教工作，
而百姓报以满腔的热情。”陈立群说。

拒绝东部百万年薪

1977 年恢复高考时，陈立群已在农村担任 3
年的生产队会计。当时，连高中的课本都找不
到了。

他认为学业多有荒废，有点想放弃，被父亲劝
说：“这几年你不读书，人家也不读书，就看高中时
谁的基础更扎实。”

父亲的话让陈立群重拾了信心，并且当年就
被浙江师范大学数学系录取了。

正是由于这些经历，2001 年，时任杭州长河
高级中学校长的陈立群决定开办浙江首个“宏志
班”，学费全免，还有生活补助，生源大部分来自农
村贫困家庭。

“宏志班”十多年来所招收的 12 届 951 名学
生中，有不少是孤儿、单亲或家有残疾人。这些家
境困难、品学兼优的孩子，大部分都考上了重点大
学，有些还进入北大、清华，如今成为大学教授或
商界精英。

“曾有人揣测我创办‘宏志班’的各种动机，坦
白说，创班之举是源于自己小时候艰难的求学之
路，是由于看到了乡下那些小时候玩伴的后代如
今的艰难生存。”陈立群说。

他在《我的教育主张》一书中写道：爱与责任
是人类道德的基点，而教育就是给予学生不论长
相、家境、智商等无差别的真爱。

2016 年退休后，东部沿海多家民办中学向他
伸出橄榄枝，年薪都在百万元以上。但他的想法
是——给我 100 万元，还不如看到一个贫困学生
考上大学令我开心。

当年 3 月，在教育部中学校长培训班学员
的“牵线搭桥”下，陈立群来到贵州黔东南州各
县市义务做讲座，被有“天下苗族第一县”之称
的台江县盛情挽留，他决定担任台江民中
校长。

“人生，有时只需要一个机会。一个人的成
功，就是父母生予的先天潜能能够得到最大化的
发挥，在孩子走向成功的过程中，旁人有指导与帮
助的责任和义务。”陈立群说，“这是我选择支教的
基本信念之一。”

少喝一千斤米酒，多考一千名

本科生

2016 年 8 月 15 日，是陈立群来到台江民中
的第一天。晚自习，陈立群站在教学楼前，只听到
楼内一片嘈杂声。一个个教室看过去，虽然都有
教师坐在讲台上，但学生中聊天、吃东西、睡觉的
都有。他特意数了一下，最多的班有 37 名学生趴
在课桌上睡觉。

他好奇地问其中一位老师：“你也不管一下？”
“他们在讨论问题啊。”老师轻松作答。
当时的台江民中，一些老师迟到早退混日子，

有的上了 20 分钟课后就站在教室外抽烟，一问反
而振振有词：“这节课内容已经上完了。”学生上课
睡觉，放学后就三五成群在县城游荡，抽烟、早恋、
打游戏。

最令陈立群愤怒的是一次去高三年级听课。
一节数学课，讲台上的老师竟然没有教案，上课跟
着感觉走；还有一节语文课，老师应该讲作文结
尾，没想到讲了十几分钟，突然一拍脑袋说讲错
了，自己讲的是作文开头。

“马上要高考了，这简直就是误人子弟！”这两
名老师被陈立群坚决辞退了。

看起来温文尔雅的支教校长，整顿教风竟毫
不手软，震动了整个台江县教育界。

陈立群对全校教师情况进行了一次摸排统
计，结果大吃一惊：作为全县唯一的公办高中，台
江民中当时有 178 名专任教师，其中 59 名竟然是
从县内各乡镇初中遴选来的。他对县教育部门领
导说：“这不是饮鸩止渴吗？再困难，台江民中也
不能从初中招老师，一个都不要！”

两个月内，十几项制度规定出台，全校封闭
式管理，早读、晚自习挨个教室检查、评比，严格
教师出勤管理。一批批教师被送到杭州学习，校
内开展师资培养工程，每个年级和教研组开展听
课、评课，并和黔东南州名校凯里一中开展“同课
异构”。

陈立群在台江民中进行的“半军事化管理”，
一开始让习惯了闲适的师生意见颇多，但后来，大
家越来越习惯这种紧张的工作、学习节奏。

一位老师写信给他：“您刚来的时候，我不大
能适应，觉得很累，可是后来慢慢明白您比我们更
累。每次早读看到您早早来到学校的身影，我心
里差点想哭。回头看这 4 年的收获，胜过我之前
那几年的一无所获。我非常抱歉在您刚来的时
候，私下里抱怨您的严厉。”

现在在学校，从领导到老师，经常有人对他
说：“因为您的到来，我少喝了很多酒。”

有一次，陈立群和学校一位老师开玩笑说：
“按照你的酒量，如果平均一天喝七两米酒，4
年时间，一共可以喝掉多少斤米酒？”旁边有人
拿出手机，很快算出来了：“哇，超过一千斤
了！”

这位老师说：“我近几年基本没有喝酒啊！”陈
立群说：“对，4 年来，因为你少喝了一千斤米酒，
和老师们一起，全身心投入到育人教书工作中，所
以学校多考出了一千名本科生。”

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觉得还真是这个
理儿。

新学期开学有 60 多个学生没

有报到

2017 年春节后开学，教务处统计学生报到
的情况显示，有 60 多个学生没有报到。情急之
下，陈立群连忙打电话向县教育局局长汇报。

不料局长安慰他说：“这已经是近年来最好
的情况了，通常年后都会有 100 人以上辍学。”

陈立群没想到，这样一个让人心惊的数字，
当地教育部门领导已司空见惯。他也实在没有
办法淡然面对：我得去把他们劝回来，能拉住一
个是一个。

有位高一女生，春节前班主任就反馈说这
个孩子不想读书了，怎么也劝不好。陈立群了
解到，这个女生父母双亡，两个哥哥都外出打
工，还有一个妹妹，于是当场给她 1000 元生活
费，并让她用完就来找自己。后来，这个女生又
找他拿了几次钱。

没想到，春节后，她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辍学
名单中。班主任说她是跟着表姐去东莞打工
了。陈立群立即联系并打了 2000 元钱，让她表
姐雇辆车，送她到广州坐高铁回来，再派学校领
导到高铁站接。陈立群承诺：“从高中到大学毕
业为止，所有的费用我都会想办法，你只要静下
心来好好读书。”

但是暑假后，这位学生还是没有来上学。
她还是去打工了，而且有了一起打工的男朋友。

“希望与失望，暂得与永失，欣喜地迎接与
无奈地目送。在这个不断撕扯的过程中，说实
话，有时感觉很失败。”陈立群说。

他曾收到一位学生的来信：“我的人生观、
价值观是创业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公司，身家百
亿，开豪车，住别墅，热衷于公益事业，把爱传递
下去。下个学期我不读书了，我想出去打拼。”
班主任们反映，相当一部分学生都有这种想法。

从此，他在教学楼前开辟“志向林”，鼓励师
生树立远大理想抱负，在大大小小的讲话、班会
上，他不断告诉学生，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帮
助台江脱贫攻坚，但所有的支持与帮扶都是外在
的，只有你学得的知识、增长的智慧是自己的。
振兴黔地苗疆，要靠一代代年轻人的真正觉醒。

“一次次的辍学劝回工作让我明白，仅仅是
生活上的贫穷，还是劝得回、帮得上的；而精神
上的贫穷，帮起来要困难得多。”陈立群说。在
贫困地区搞教育，困难在于孩子需要在得不到
家庭教育高期望值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家庭从
“文盲、半文盲家庭”到“知识家庭”开创性的过
渡一代。

他说，教育脱贫攻坚，必须以扶教师的志、
扶学生的志、扶家长的志为切入点。

在他的努力下，从 2018 年春节开始，大规
模的辍学基本没有了，反而有部分台江籍的高
中学生，陆陆续续地要求转回来就读。

支教分文不取还资助学生、奖

励教师 30 万余元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
的不幸。这句话似乎是台江民中很多孩子的真

实写照。
刚到台江民中的时候，陈立群读到过一名

男生的作文：“自从你去深圳后，邻居都说我有
了上顿没下顿，家里空荡荡的，冰箱里饭菜都已
发霉，死在碗柜下面的老鼠还等人将它埋
葬……一切都失去了秩序。你说年底回来，我
说回来了就不要出去了，每个星期打电话怪想
念的。”

全校 3000 余名学生中，来自建档立卡贫困
家庭的学生有 1200 多人，许多都是留守儿童。
陈立群曾要求在保持人与人之间不相互接触、
让学生都闭上眼睛的情况下，采用举手的方式
统计，来自不完整家庭的学生超过了全校学生
总数的 10%。

陈立群要求，所有班主任仔细梳理本班孩
子们的家庭背景，尤其是对于建档立卡的贫困
家庭的孩子，一定要保证每个人都能够吃饱
穿暖。

“我多么希望自己化身为苗族神话传说中
的‘蝴蝶妈妈’，去保护孩子的自信，守护孩子的
生命。”他这样说道。

陈立群身患多种疾病，但来到台江后，他坚
持家访，深入 180 多个山区贫困家庭，将所有的
爱倾注在这里的苗族孩子身上。

今年 6 月 25 日，端午节，陈立群将学生和
老师送给他的 30 多个粽子以及自己买来的一
些苹果和饼干，分发给学校的孤儿。同时，他还
给孩子们每人准备了一份生活费，希望他们在
佳节之际同样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一一分发下来，第 28 份却没有发出去，原
来是高三（5）班学生邰毅林。班主任说，因为
连日暴雨，邰毅林家的房屋地基出现沉降现象，
有垮塌的危险，他不得不请假，赶回去看看情
况。此时，离高考仅剩 12 天了，但因为是孤儿，
这些事情只能他自己来处理。

高考结束后，放心不下的陈立群专门来到
邰毅林家家访。他拿出 1 万元给毅林，让他用
这些钱来修补沉降的地基，同时也希望毅林和
两个弟弟能继续读书，如果还有什么实际困难，
可以和他联系。

4 年来，陈立群在贵州的支教不仅分文不
取，反而少则三五百元、多则上万元的自费资助
贫困学生，奖励教师 30 万余元。

他无私奉献的精神打动了很多人，一批批
的支教教师从杭州、贵阳等地赶来他的身边，像
他一样教书育人，56 个贫困孩子也因此受到了
资助。

雪片般的信笺是他支教生涯

的最大“勋章”

这些年，陈立群校长办公室的门缝里，常常
塞进学生写的信，他们倾吐着青春的酸甜苦辣，
家庭的五味杂陈，很多学生起笔抬头便是：“亲
爱的校长爸爸……”

所有信陈立群都好好保存着，因为在他眼
中，这些沉甸甸的信笺，是学生满满的信任和
爱，是自己 4 年支教生涯的最大“勋章”。

一名学生甚至写了一封题为《春风十里不
如你》的公开信，张贴在学校的公告栏里：“生命
中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您
像天上的星星，我可以循着光亮的方向，一直向
前。”

最令他感动和欣慰的，是孩子们在精神方
面的成长——他们变得更加自信了。以前，台
江的孩子只敢报考贵州省内的高校，现在，他们
报考的学校遍布全国各地。

还有不少学生以“校长爸爸”为榜样，决定
今后回贫困地区工作。

一个贫困女学生因母亲得了尿毒症，提出
退学，陈立群去医院探望，极力挽留她，临走时
留下 1000 元。

第二天，钱如数退回，并附信一封：
“我发自内心地感谢您的帮助，但也背上了

更沉重的心理包袱。虽然妈妈看病所需要的医
药费是天文数字，我的生活可能因此更加拮据，
学习之路更加艰难，但我始终明白人若不是到
了绝境，绝不能靠别人来改变自己的现状，而是
要有所作为。”

这个女孩后来考上了贵州民族大学，她说，
台江孩子的英语普遍较弱，这在高考时很吃亏，
自己的心愿是毕业后回家乡当一名英语老师。

2002 年，陈立群提出“人类道德的基点是
爱心和责任感”，在台江民中，他把这句话镌刻
在学校文化墙上，将“爱与责任”定为办学精神。

陈立群说，我们这代人，需要有高度的职业
精神，勇于作出自我牺牲，用一代人的努力，换
来后一代人的转型。

“在大爱、真爱面前，也许一个人的力量看
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但那一份付出的爱不
会因为只照亮了一个角落而渺小，只要能滋润
一棵心苗，就能在不远的将来开出美丽的花朵，
结出令人欣喜的果实。”陈立群说。

本科率 10% 变 79% ，陈立群在苗乡立起一群“幼苗”
这位被当地孩子敬称为“名校长爸爸”的时代楷模，贵州支教 4 年让一所“差校”发生“点石成金”之变

1047名考生中，829人达到

本科线，其中270人上一本线，本

科上线率达到79.2%。而仅在4年

前，台江民中还是当地远近闻名

的“差校”，问题学生多，高考本

科上线率仅10%。近4年来，学校

共有超过2200名学生考上本科，

走出了贫瘠的大山

是什么人让贵州黔东南苗

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民族中学

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

▲ 2020 年高考成绩发布后，陈立群（左三）走村串寨送喜报。这个习惯他已坚持了四年。 台江民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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