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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王志

每年暑假，全国多地都会发生学生溺亡事件，
屡屡给暑期安全敲响警钟。日前，教育部基础教育
司在《致全国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中指出，溺
水是造成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遏
制暑假期间未成年人溺亡事故刻不容缓。

在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黄河街道，自 2011 年
以来，王家圈村农民王和新每到夏季，就会每天拿
着大喇叭在黄河边巡查，甚至不惜以身试险步入
黄河险滩，劝阻人们特别是青少年下水游泳，并自
掏腰包走进 300 多所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安全课。
在他的带动下，当地阻泳志愿者队伍发展到 300
多人，26.6 公里长的黄河章丘段多年保持“零溺
亡”记录，王和新也因此被称为“黄河阻泳第一
人”。

“少一个溺水悲剧，就多一个幸

福家庭”

“手持一根三四米长的木棍，一步步向黄河里
走去，朝前跨一步，河水只没及膝盖；木棍再往前
一杵，两步、三步，‘扑通’一声整个人掉进陡滩，浑
黄的河水一下没过人的头顶，几秒内人就被黄河
水冲走十几米远……”这是一段王和新以身试险
“阻泳”的视频，短短十几秒，网上浏览量已超过
1200万次，点赞量过百万。

“少一个溺水悲剧，就多一个幸福家庭。”今年
49 岁的王和新经常说起这句话。在黄河边生活了
半辈子的他清楚地记得，2011 年 8月 20 日，暑假
即将结束，正在吃午饭的他突然接到电话，同村一
名高中生掉进了黄河里。他连忙骑上摩托车赶到
河滩，岸边已聚集了几十名赶来救援的村民。

原来，王家圈村的 8 名男孩闲暇时到黄河岸
边玩耍，一个孩子到河边洗手的时候脚下一滑，不
慎落水，同行的一名高中生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救
人，结果自己没能上来。

熟悉水性的王和新与村民们持续下水救援了

4 个小时，当高中生被带出水面时，肢体已经僵
硬。急救人员脱下白大褂盖住了孩子，而孩子母亲
则疯了一般扑倒在孩子身上，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他的名字，王和新和在场的其他村民无不抹泪。

“17 岁，一米八的大高个儿，开学读高二，就
躺在那儿了，谁能不难受？”王和新说，溺亡男孩是
他同宗族的侄子，“平日里见了我总会叔长叔短地
叫着，热情又礼貌”。

九曲黄河急，滩险漩涡深。黄河章丘段有 26.6
公里长，王和新深知，水面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涌
动。由于水流冲刷，水下地势多变，沟壑暗藏，往往
前脚不过膝盖深的河水，后脚就能没过人的头顶。

记者跟随王和新来到黄河街道常家村村北的
一处黄河边，他找到一根四五米长的长杆，站在岸
边将长杆伸向水里。当伸到离岸一米左右的地方，
河水只有几十厘米深，再往前一伸，长杆立刻没进
去两米多。

“黄河水流急、陡滩多，溺水后难上岸”。每年
入夏后，不少大人和小孩喜欢到黄河边乘凉玩耍。
特别是农村里的留守儿童，由于缺乏有效监护，他
们对水面下的危险一无所知，一旦落水，一口呛水
便能致命。2011 年，与王和新邻村的四名花季少
年也因溺水命丧黄河。

“生命只有一次，水面下的危险无处不在。”在
王和新看来，造成青少年溺水的主要原因是孩子
们贪玩的天性和对水下危险的无知，只有让他们
远离危险水域才是避免悲剧发生的最好办法。从
那年起，在炎炎酷暑的夏季，他每天都到河边巡
查，进行义务阻泳。

“这个地方有陡滩很危险，不信我给你们试
试！”在2012年的一次阻泳中，几个孩子在黄河边
打闹蹚水，怎么都不听劝。又气又急的王和新只好
亲自下水演示，上面视频里的危险情景把孩子们
当场吓呆了，他们点头应允着离开了。

没想到，孩子们走出十多米后突然集体转身
向王和新鞠了一躬，大声喊道：“叔，谢谢你，我们
记住了。”那一刻，下水后的王和新虽然身上有点
凉，但心里却是暖暖的。

“捞上来的都是死的，我撵走的都是活的。”从
此，只要是劝不走的，王和新就采取“你不上来我
就下去”这一以身试险的冒险做法。为了让人们心
服口服地离开，下水多少次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遇到还不听劝的，王和新就让学校和家长进
行再教育。“亏了你啊！孩子不听，就算是打他，命
还在。一旦淹死，命就再也回不来了！”邻村一个孩
子的母亲感激地对他说。

自掏腰包到 300 多所中小学讲

防溺水安全课

“去阻去劝只是最后一道防线，安全教育前置
才是避免溺水悲剧发生的最好方法。”2012 年，王
和新联合电视台拍摄了他真人实景下水演示的防
溺水警示片《致命的河流》，并开始自掏腰包走进
各个校园，免费开展防溺水安全教育。他还用脸盆
让孩子们通过口鼻入盆的方式进行溺水体验，明
白溺水的危险。

九年来，王和新先后走进济南、菏泽、滨州等
市的 300 多所中小学，进行防溺水安全教育。从刚
开始被不少学校婉言拒绝，到如今各个学校都主
动邀请他去讲课，王和新觉得很值。

由于暑期每天巡河，王和新不能外出打工，有
的村民认为他是“不务正业”。妻子王连英也经常
抱怨：“人家的男人都出去挣钱，他还从家里往外
拿钱，就像着了魔一样，管也管不住。”

王和新家里种了 12 亩地，很多时候都是妻子
在忙碌。面对妻子的抱怨、别人的讽刺，他几次想
要放弃，但一想到有孩子可能在黄河里溺水，他就
又坚持了下来。

在总结王和新阻泳做法的基础上，黄河街道
积极探索“阻泳+扶贫+留守儿童托管”的阻泳新
模式，从沿黄河的 12 个村庄挑选出 24 位贫困户
老人，组成专职黄河阻泳志愿服务队，每年 6月到
10月开展巡逻。这些老人两人一组，分河段巡逻
守护河道，每人每天给 10元补助，既保障了孩子
们的生命安全，又增加了贫困户的收入，也让王和

新身上的担子轻快不少。
为解决农村留守儿童的暑期看护问题，黄

河街道委托王和新创办了“利群阳光培训学
校”，专门托管留守儿童。章丘团区委也帮助托
管站联系高校教授、讲师及大学生志愿者爱心
接力，大手拉小手，开展为期一个月的牵手关爱
留守儿童的帮扶，每年都有山东大学、山东师范
大学等高校的 20 多名大学生前来支教，让托管
的留守儿童在学习知识的同时远离危险水域。

记者在利群阳光培训学校看到，王和新用
投影仪为 20 多名留守儿童上了一堂生动的暑
期安全教育课。“原来水下这么危险，以后我再
也不敢下河沟里摸鱼了。”今年读三年级的 10
岁留守儿童王文辉说。

王和新告诉记者，今年暑假托管班有 60 多
名学生，都是附近五六个村的留守儿童，每个学
生收费 400元，家庭困难者不用交，收的费用刚
够平常的水电等开支和支教大学生的食宿。即
便如此，王和新还是觉得收费尴尬，“等有了专
项资金支持，做成纯公益的才能舒心”。

“王叔叔每年尽职尽责地在黄河边阻泳，教
大家远离危险，我们都非常佩服，也愿意参与到
这项公益事业里。”今年在留守儿童托管班当志
愿者的张文琦说。

尽管嘴上经常埋怨，妻子王连英还是天天
帮着给前来支教的大学生们做饭，照顾托管班
的孩子，默默支持着丈夫的“事业”。

王和新的儿子今年 24 岁，刚考上哈尔滨一
所大学的研究生，也经常给父亲帮忙。“儿子很
支持我，就是时常担心我哪一次下水后上不
来……”王和新对记者说。

阻泳路上并不孤单，“爱心接

力”让更多孩子远离危险

“我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只有全社会都动
员起来，架起保护孩子的安全网，才能真正避免
悲剧发生。”王和新说。

在阻泳道路上，王和新并不孤单。2014 年，
在山东省、济南市和章丘区多级政协委员、章丘
团区委、黄河街道党工委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
章丘区黄河阻泳联盟正式成立，随后不断有沿
黄的村民、机关干部、学校老师等加入进来，如
今阻泳联盟人数已超过 300 人。过去王和新一
个人的“单打独斗”，如今变成众人参与的“爱心
接力”。

2017 年，黄河街道积极争取到山东省扶
贫开发基金会和圣泉帮帮忙爱心基金款项
107.2 万元，正式启动“爱心之家”扶贫公益项
目。当年，黄河街道从爱心基金中拿出 6000元
资金，作为 20 名贫困留守儿童的暑期托管费
交给王和新的利群阳光培训学校；2018 年，又
投资 1.2万元为利群阳光培训学校铺装院内花
砖，美化校内环境，保证了项目的有效运行。

黄河街道还从爱心基金中拿出 6.56万元，
为王和新购置了一辆皮卡车，并为贫困户阻泳
队配备了统一的服装、喇叭等装备，还安装了
30 余块防溺水警示牌。

为解决水面巡逻和水上救援难题，2017 年
章丘红十字会为黄河志愿阻泳服务队捐赠了橡
皮艇，为水上巡逻和救援工作“插上了翅膀”。同
时，爱心之家项目还为王和新提供每个巡逻季
1500元的汽油补贴。
王和新与他的阻泳战友们一起铸起了守卫

青少年安全的铜墙铁壁，2017 年以来黄河章丘
段一直保持“零溺亡”记录。2018 年，在山东省
政协的大力推动下，章丘黄河阻泳模式被成功
复制到菏泽市东明县、滨州市滨城区，实现了三
地“零溺亡”、其他区县河段溺水悲剧明显变少
的良好社会效果。

近年来，王和新先后荣获济南市第二届济
南榜样评选活动“助人为乐榜样”、章丘区 2017
年度“感动章丘”十大先模人物、2018 年度第六
届章丘区道德模范。“阻泳是我的初心，零溺亡
是我的使命，我会一直把黄河阻泳坚持下去。”
王和新坚定地说。

黄河阻泳第一人：“捞上来的都是死的，我撵走的都是活的”

一个山东农民的黄河“防溺阻击战”

本报记者包昱涵、王莹

4 点 30 分，辽宁鞍山，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
刚洒下，柏剑和他的孩子们就已经整装待发，准备
开启每天 16 公里的马拉松晨训了。

队伍里领头的是柏剑，一件白色短袖 T 恤、
一条灰色运动长裤，中等身材，利落精悍，符合所
有人印象中一个体育老师该有的模样。

可柏剑不仅仅是一名体育老师，他还是 120
多个孩子的“老爸”。从 1995 年至今，柏剑用整整
25 年的时间，带着一群曾经被生活抛弃、被世界
遗忘的孩子，跑出了一条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路。

“我没有那么伟大，只是人生短短几十年，应
该做点有意义的事。”柏剑觉得，他这辈子，是找对
了方向。

拉一把：“养孩子不像种树苗”

柏剑开始助养第一个孩子时，没想过这条路
能走得这么久、这么远。

今年 47 岁的柏剑是鞍山华育学校的一名体
育老师，辽宁葫芦岛人。他从小家境贫寒，为了能
念书吃了不少苦头。功夫不负有心人，1993 年，柏
剑成了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直到今天他依然清
晰记得，乡亲们拿着大簸箕挨家挨户给他捐钱，连
几毛、几分的票子都掏出来了，终于凑足了他的
学费。

“能上学太不容易了，它改变了我的命运，所
以我骨子里总有一种执念，看不得身边的孩子不
念书不上学。”正是柏剑的这份执念，让 120 多个
孩子“下坠”的人生拐了个弯。

庞浩是柏剑助养的第一个孩子。1995 年，大
学毕业的柏剑被分配到鞍山市第二中学做一名体
育老师，而庞浩则是二中的初二学生。那一年，因
为家庭变故，庞浩一下从之前成绩优异的好学生，
变成了逃课泡游戏厅的“小痞子”。家里没人管他，
庞浩也不愿意回家，却唯独爱上柏剑的体育课。因
为在柏剑那里，庞浩“能感受到自己是被真心对待
的。”于是，柏剑的单身宿舍里自此添了一副碗筷。

“之前都是好孩子，我觉得能拉一把就拉一
把，不能让孩子走上歪路。”就这样，柏剑一头扎进
了这条助养之路。他身边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大
多也像庞浩一样，来自破碎或经济困难的家庭，有
的不愿意上学，有的上不起学。他们反叛，却又不
安，就像一尾尾被命运的浪花甩到岸边的游鱼，在
水边反复挣扎，而柏剑就是那一汪清泉。

然而柏剑没钱。一个月工资 193元，三五个孩
子还能勉强拉扯，十几个孩子怎么养活？

为了挣钱，柏剑试遍了各种副业。他在学校卖
过盒饭，去夜市摆过地摊，承包过打扫教室的活
儿，还兑过一个手机摊位。他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
陀螺，恨不得一天能有 48 个小时来工作。

但赚的都是小钱，一转眼又全花在了孩子身
上。眼瞅着孩子越来越多，柏剑开始不停地搬家，
从学校的宿舍到传达室，再到仓库，最后只能去校
外租房，跟打游击似的一个月换一个地方。

难题总是层出不穷。第一个女孩儿来了之后，
“单身老爸”柏剑彻底束手无策了，“只好一通电话
把老娘‘骗’了过来，让她来帮忙照顾孩子。”

柏剑本以为母亲不能接受他的“自不量力”，
一开始还和孩子们“串通”好了说辞。却不曾想老
人在了解情况后，只送了他一句话，“养孩子不像
种树苗，栽歪了可以抠出来重种。孩子要是走弯路
了，这一辈子可能就毁了。”母亲这是选择了支持，
柏剑的心一下就定下来了。

他把全部的重心放在了孩子身上。甚至和女
朋友出去约会，身后都跟着一群“儿子”“女儿”。但
没几个年轻女孩子能接受这一声声“妈”。于是，柏
剑过上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单身爸爸”生活。

哥哥姐姐也曾经劝柏剑别再收留孩子了，他
只说，“遇上了就是缘分，我看到了他们这么可怜，
必须得拉一把。”

奔跑吧：谁的人生不是一场马拉松

“老爸我跑不动了。”
“加油，宝贝！跑起来，你可以的！”
这段对话几乎会发生在每一个刚来这里的孩

子身上。跑起来，是柏剑教给孩子们的第一件事。

每天早上 4 点半，柏剑都会带着孩子们进
行 16 公里的马拉松训练。不光是为了强身健
体，更是为了更好地升学。

“来我这儿的孩子，学习或多或少都落下了
一些。而走体育方向是条捷径。”柏剑是体育老
师，他希望借助自己的专长，帮孩子们找到一条
可行的出路。

选择马拉松是柏剑经过深思熟虑的。马拉
松很苦，没什么人练。但马拉松不需要什么天
赋，它只需要汗水。马拉松也不需要什么装备，
它只需要一双鞋。“这是一个下功夫就能出成绩
的项目。”

一到训练时间，柏剑脸上的笑容“吧嗒”一
下就不见了。孩子们都知道，“老爸”在训练期间
一向说一不二，专注而威严。

小孩子跑不动了，就让大孩子拽着、推着他
们跑。大孩子想要跑得更快，就拿绳子连着车，
边听音乐边跟着车跑。最难熬的冬天里，孩子们
里面的衣服是汗湿的，但“睫毛和头发上全是
冰”。

“体育竞技，就是更高更快更强，不断挖掘
出你的潜力。”柏剑总和孩子们讲，成长中的苦
难是财富。因为他自己就是这样一路走来的。

孩子们也都懂。“刚开始觉得苦，后来看大
家都在努力跑，就不觉得了。”“我从没想过放
弃，因为老爸说要靠这个吃饭。”“必须得给自己
跑出一条路来，用命跑。”

让柏剑欣慰的是，孩子们都很争气。
他们在各项赛事中拿回来的奖杯奖牌，摆

满了家中整整一面墙。这也成了他们进入大学
的敲门砖——体育特招。西安交通大学、西南政
法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如今，从柏剑身边走
出去的孩子中，已经出了 48 个大学生，8 个走

上了专业运动员道路，还有 12 个去部队的。孩
子们骄人的成绩让柏剑坚信，“带着孩子们跑的
这条路，是行得通的。”

“老爸促使我的人生转变。”“是他给了我第
二次生命。”“老爸永远是我的偶像。”在孩子们
眼中，柏剑无疑是伟大的。

但柏剑说，“路都是他们自己拼出来的。我
带他们跑起来，他们还要自己跑下去。”

穷开心：一种属于大家庭的快乐

最开始当“老爸”的那几年，柏剑还没有实
现心态上的转变。他更像是一个教练员，闷头带
着孩子们往前冲，拼成绩，但前景看不到更多。

变化总是来得悄无声息。不知道从哪一天
起，柏剑想得更长远了，他开始真正以一个父亲
的姿态去琢磨孩子的未来，考虑那些伴随孩子
一生的事情。

“我想让他们了解，每个人都是有价值的。”
柏剑让每个孩子在 A4 纸上写下自己的优点，
至少写 20 条，贴在家里的墙上。每天早上还要
进行 1 分钟演讲，就讲自己的优点。

好多孩子刚来的时候像块冰，又冷又硬。他
们不会与人沟通，更看不到自己的优点，是柏剑
用心、用爱一点点焐化了他们。

在庞浩看来，柏剑把他们引向了一条更健
康的成长之路。“他就像一个保护罩，把所有不
好的辐射都隔离在外面了。”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柏剑永远都是阳光向
上的。庞浩把他比作一个没有出口的气球，“好
像压力再大也不需要发泄，没有出口，至少在我
们面前没有。”

最吓人的一回，柏剑为了找一个离家出走
的孩子，急得一头撞上了门梁，直接把自己撞进
了 ICU。但即使在鬼门关走一遭，柏剑醒来的
第一件事仍是问孩子找回来了没有。

25 年，柏剑从一个青涩的大小伙子变成了
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人，也在带孩子们训练的
过程中，落下了腰脱、跟腱断裂等伤病，时不时
就发作。严重的时候，他甚至差点起不来床，但
还是每天带着孩子们跑步，不在他们面前表现
出来。

只有一回，柏剑的“二儿子”赵勇见到了“老
爸”的脆弱时刻。那一年，柏剑又搬了家，是个毛
坯房。为了省钱，他带着孩子们自己搞装修，非
常疲惫。

一天夜里，睡不着的柏剑拉着赵勇喝酒。
“我爸没有酒量，他喝一瓶就高了，然后开始哭，
边哭边问我，要是哪天他不行了，我能不能接管
这些弟弟妹妹？”陷入回忆的赵勇禁不住哽咽，
“我哪能让他不行呢，我不能让他有那一天。”

柏剑说，有头发谁也不想当秃子。他现在养
在身边的“儿女”有 26 个，同时供养这么多孩子
还有大学生，钱永远是绕不过去的坎。

练体育的孩子饭量都大，一天一袋大米不
在话下，菜也是奔着四五十斤吃。柏剑哪怕再精
打细算，一个礼拜光吃饭也要一千块钱。更别提
还要买衣服、买跑鞋……最难的时候，家里一年
有五六个孩子考上大学，学费怎么也凑不够，柏
剑急得咳了血。

“很多人觉得我们傻。但我们就是一大家子

在一起，吃大锅饭，睡大炕，特别开心，穷开心。”
柏剑的二姐看得通透。

她这些年一直帮柏剑照顾孩子们的生活起
居，“其实每天都很累，只要不到躺下睡觉的点，
手里就都是活儿。但也挺快乐的，大家庭的快乐
和小家庭不一样。”

去年 10 月，大龄新郎柏剑终于有了自己的
小家庭。婚房是一间不到 10 平方米的小屋，在孩
子宿舍里面隔出来的。但婚礼那天，柏剑家门口
的街上站满了人，“孩子们全回来了。”

梦想家：“能影响一个是一个”

柏剑觉得，总为别人着想的习惯是刻在他骨
子里的。“我小时候家里虽然穷，但我知道我父母
一直帮着照顾我们村好几个孤寡老人。”

所以柏剑想，等他有能力，他也要帮助别人。
“人要有格局，不能总想着自己那点事。”

在柏剑家里的墙上，挂着一幅家训：“天道酬
勤，自强不息。心系天下，大爱无疆。”柏剑想让孩
子们也学着理解这种格局，学着更多地理解
他人。

在柏剑这里，很多孩子都是带着心结来的，和
父母，和原生家庭。他们不被人理解，柏剑问，他们
也不愿意说。“父母是孩子的根，不连那个根，孩子
心不定，没有归属感。那我就帮他们把这些理顺。”

于是，在训练之余，柏剑专门留出时间让孩
子们诵读一些经典书目，包括《论语》《孟子》《诗
经》等等。“我想让他们静下心来，通过学习经典
去感悟一些做人的道理，比如孝顺，比如感恩。”

事实证明，柏剑的法子是奏效的。
17 岁的罗伟对此深有体会。“老爸让我们变

得比以前更懂事，我慢慢能够理解父母的难处
了。”5 年前刚来时，罗伟还是个老打架的“刺头
儿”，而现在他已经是这个大家庭里的“小总管”
了。在柏剑的帮助下，罗伟也和妈妈达成了和解，
“每年过年会回去看看妈妈。”

朱洪伟觉得，柏剑享受的就是助人这个过程
本身，“帮助别人会让他更快乐。”

朱洪伟是柏剑最骄傲的孩子之一，去年刚从
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们可能做不到老
爸那种境界，但大家都有这份心，会做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

这是让柏剑最为欣慰的“成果”——在他的
影响下，孩子们学会了为他人着想，长成了乐于
助人的热心肠。

庞浩则对于这份影响有些后知后觉。“我直
到自己有了孩子才发现，柏剑对我的很多影响，
都是润物无声的。甚至我现在对我孩子说的话，
和当年他对我说的一模一样。”

柏剑说，孩子们就像他撒出去的种子，到不
同地方去开花结果了。

这 25 年，柏剑活得像一个梦想家。孩子们来
来去去，柏剑的户口簿薄了又厚，厚了又薄。那就
像是他的功勋簿，镌刻了无数值得回忆的幸福
时刻。

“我觉得值。”柏剑笑得坚定，时间的纹理
爬上了他的眼角眉梢，但那份风发的少年意气
不减当年，“只要还有孩子过来，只要还有孩子
需要我，我就会一直走下去，和他们一起走下
去。”

▲柏剑（中）和他的孩子们。

柏剑开始助养第一个
孩子时，没想过这条路能走
得这么久、这么远

从 1995 年至今，他用
整整 25 年的时间，带着一
群曾因各种原因被抛弃、被
遗忘的孩子，跑出了一条属
于他们自己的人生路

25 年助养“带跑”，逆转 120 个孩子“下坠”的人生

一 位 体 育 老 师 的 另 一 场“马 拉 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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