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广东湛

江某高中“不许学

生带面包入校”引

发热议。学校原意

是限制不健康食

品 ，却 连 面 包 也

“一刀切”，目前学

校已发布公告，就

此事道歉。学校担

忧食品安全和管

理困难，但应考虑

学生生长发育需

求，采取更灵活措

施，如制订禁带食

品“黑名单”，允许

带少量预包装食

品，以保障学生的

正当需求。

漫画：程 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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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心帮助特殊青少年等弱势
群体方面，我们以智障和孤独症青
少年为重点帮扶对象，聚焦实际困
难和需求，积极主动发挥共青团生
力军作用，全方位提升以帮扶智障
和孤独症青少年为主题的“小橘灯”
助残接力计划工作实效。我们始终
坚持因需而供，“一人一策”的帮扶
方式，构建个性化助残志愿服务新
模式，建立常态化跟踪帮扶和回访

机制，广泛动员基层团干部、共青团员、少先队辅导员、少
先队员、青年志愿者、社会爱心企业等群体，与特殊青少
年家庭结成长期的“多帮一”帮扶对子，心贴心、手拉手。
未来，我们将重点围绕生活帮助、爱心捐助、教育支持和
心理疏导等方面为特殊青少年提供可持续的优质服务，
为他们融入社会、成长成才创造更多机会。

近年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
公司徐州电务段团委始终坚持为党育
才，多角度、多维度提供青年职工成长成
才平台。用“青言青语”开展理论宣讲，打
造青年读书征文演讲活动品牌，让青年
职工更易于接收和理解党的创新理论，
一大批青年成为理论宣讲骨干；以“双
创”活动为抓手，广泛开展安全教育、
经验交流、岗位练兵和创新攻关，不断
提升青年安全生产意识，为铁路安全
生产运输凝聚青年力量；立足服务青
年成长成才，不断拓展段级“优才杯”技能比武覆盖面，优
秀青年技术人才逐渐崭露头角成为业务骨干，形成“比、学、
赶、超”的浓厚氛围。未来，徐州电务段团委将继续团结带领团
员青年在奋斗中贡献青春力量，在拼搏中实现人生价值，为高
质量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贡献青春力量。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徐州电务段

团委书记 张 静

团河北省唐山市曹妃

甸区委书记 李伟鹏

□ 陈颖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雷 宇

2025年除夕夜，在湖北民族大学一间

改造后的宿舍外，姜志容拿出新买的对联，

和母亲一起贴在寝室门上。

对于许多家庭，这样的画面温馨也寻

常，但姜志容却盼望了 10年，父亲离世后，

这是母女俩一起过的第一个新年。

专升本上岸学生、全国优秀西部计划

志愿者、带残障母亲上学的 00后女孩……

湖北民族大学 2024 级学生姜志容身上有

着不同的“标签”。半年前，她带母求学的故

事在校园里传开——学校贴心地为母女俩

准备了单独的宿舍，姜志容终于圆梦，和母

亲在他乡有了一个“家”。

身处残障家庭，她深知 13年求学的不

易，姜志容最感谢的，是国家对自家的政策

帮扶，是不断帮助她的爱心人士和志愿者，

是指引她一路前行的恩师。

她想像他们一样，做一道光，照亮更

多人。

从残障家庭中拼出来的求学路

很小的时候，姜志容就知道自己的家

和别人不一样。

2001年，姜志容出生在湖北省应城市

一个小村庄。那一年，父亲 47 岁，母亲 34
岁，奶奶 66 岁，父母都有肢体残疾且伴有

智力障碍，是二级残疾。一家四口人依靠捡

废品和政府补贴勉强生存。

“家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小风扇，放在

我和奶奶的房间里，爸爸和妈妈从来没用

过电风扇。”因为电路老化，家里常常停电，

10岁的姜志容就学会了修插线板和换灯泡。

奶奶年事已高，父亲是家里唯一的劳

动力。姜志容见得最多的便是父亲佝偻的

背影。“爸爸的右手完全萎缩，只能用左手

拖着装废品的蛇皮袋，走路时一只腿拖在

地上。每天早上，我还没睡醒，他就出门捡

废品了，晚上我睡着后才回来。”后来，蛇皮

袋变成了板车，但家里依旧以捡废品为生。

过年是那时姜志容最盼望的日子，因

为只有这个时候到处奔波的家人才能好好

地坐在一起吃顿饭；也只有过年，姜志容才

能有一件新衣服。

父亲的爱是沉默的。他常用仅有的一

只手紧紧地握住姜志容的手，但并不说

话，手上的老茧和结痂的疤痕把姜志容磨

得生疼。等姜志容哇哇大哭时，他才开口

一再絮叨：“一定要好好读书，以后有出息，

上大学。”

但遗憾的是，父亲没能亲眼看到女儿

上大学的那一天。初二时，姜志容的父亲因

病去世。在政府和好心人的资助下，三口人

的生活勉强得以延续。

15 岁那年，姜志容

考上了高中，家里却实

在负担不起学费。亲戚

劝 她 放 弃 上 学 出 去 打

工，姜志容急得哭起来，

她记得父亲的话，“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

运”。最后，她说服亲戚，选择去农村户口享受

国家免学费政策的孝感工业学校读中专。

姜志容至今清晰地记得去中专报到的

心境，那是她第一次走出所在县域，带着

1260元学杂费，拿着一个老人机。

“她那会儿就已经蹿到了 1.73米，比别

人高出一个头，站在人群里格外扎眼，话不

多，总爱腼腆地笑。”第一次见到姜志容时，

班主任黄晶就看出了她的内向和拘谨。

了解她的家庭情况后，黄晶更是忍不

住地心疼，“我是老师，也是母亲，不能看着

她不管”。

虽然学校免除了学费，但生活开支也

是一笔不小的花销。担心姜志容没钱吃饭，

黄晶和几名老师就经常带着她一起吃，还

会邀请她来家中做客；鼓励她竞选班干部，

参加校内外各种活动和比赛；给她推荐实

习岗位，通过劳动获得生活费。

在中专的 3年里，姜志容去过工厂、做

过销售、洗过盘子。课余时间，她还会和同

学们去福利院做志愿服务。从“受助者”到

“助人者”的转变，让姜志容很是兴奋，“一

直以来，我都是被帮助的对象，但做志愿服

务也让我体会到了通过帮助他人而获得的

满足感和成就感”。

姜志容逐渐走出了父亲去世的阴霾，

开始变得阳光开朗，大家总能听见她爽朗

的笑声，黄晶也成了姜志容口中无话不谈

的“黄妈”。

18岁时，姜志容在湖北省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中获得二等奖，根据政策，她可以通

过单招免试读大专。但自己走了，母亲和奶

奶怎么办？真的还要再读下去吗？来之不易

的求学机会让她既兴奋又忐忑。

“你放心读下去，有问题黄妈给你兜

底。”知道姜志容的顾虑后，黄晶给了她“定

心丸”，还加入了姜志容的大学家长群。在

姜志容为大专第一年学费发愁时，学校老

师也为她办理了“绿色通道”。

在多方沟通协调下，姜志容的奶奶由

叔叔接走照顾，母亲住进了乡镇福利院。一

切安顿好后，姜志容跨入武汉城市职业学

院学习国际邮轮乘务管理专业。

投身西部计划，为他人撑把伞

“这么多年，是国家的精准扶贫政策、

‘雨露计划’、低保政策、残疾人补贴，还有

国家奖学金、励志奖学金等各类奖励政策，

让我能心无旁骛地完成学业。”姜志容掰起

手指一一历数，每当家里遇到困难，国家政

策总会送来光亮。

因此，当了解到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以下简称“西部计划”）能够帮助更多

和她一样需要帮助的人时，她毫不犹豫地

报了名。

此时，她已经成功通过“专升本”考至

湖北民族大学。学校同意将她的学籍保留

两年，等服务结束后再重返校园。

“你家这么困难，应该先读书、早工作、

多赚钱。”作为班上唯一成功考取本科的

人，老师和同学都劝她别休学，但姜志容却

坚持要早点报答社会。“我是被国家和人民

养大的孩子，如今长大了，自然要回馈祖

国，能尽一份力就尽一份力。”

2022 年 7 月，姜志容正式到湖北省恩

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报到，在团县

委负责希望工程项目和基层团务工作。

那些沉甸甸的资料里，有小学患上白

血病因化疗没有头发的女孩，有随高龄爷

爷奶奶生活的留守儿童，有父母离世而住

在福利院的男孩……看着上面的一个个名

字，姜志容感同身受。

服务期间，她经手了“圆梦行动”“知音

学子班”“幻方助学计划”“微心愿”“及时

雨”等 20 余个助学助困项目。在这个过程

中，她仿佛看到了年少时的自己，也看到了

那些未曾谋面却为自己默默付出的人，“原

来，那个一次次被无数光照亮的我，也可以

去照亮需要被照亮的人”。

“你很难想象那么爱笑的她有那么不

幸的童年。”每当周围的人知晓姜志容的经

历时，第一反应都是难掩的惊讶。来自湖北

中医药大学的文萌是姜志容在西部计划期

间的同事，在她眼里，姜志容是“小太阳”，

也是“拼命女郎”。

“当时新冠疫情封控，我们每天都要爬

楼梯、串大门、喊群众，协助核酸采样，姜志

容总是笑脸相迎，从不喊累。”两人的办公

桌相对，每当抬头看到姜志容的笑容时，文

萌也会及时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一路走来，姜志容先后获得“湖北向上

向善好青年”、全国优秀西部计划志愿者等

荣誉称号，获得的奖状和荣誉证书多得可

以铺满一张大床。

去年 7 月，姜志容结束了西部计划志

愿服务生活。得知她即将离开来凤，不少居

民前来对她表达感谢和不舍。姜志容却觉

得自己应该感谢来凤，是湖北的西部让她

的理想有了归处。

带着母亲求学，她将力量
传递给更多人

姜志容的复学申请里有一条特殊的

请求：希望学校能够允许自己带着妈妈一

起上学。

这并非她临时起意的决定。

2022年 10月，刚到来凤不久的姜志容

就收到了奶奶去世的消息，这无疑给了她

当头一棒，“父亲去世时我还小，可现在我

长大了，奶奶却不在了”。至亲的离世在姜

志容心中埋下了一根刺，也让她更加珍惜

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

幸运的是，学校同意了她的请求，并为

母女二人改造了一室一厅做宿舍，还配备

了基本电器，免收住宿费。不少好心人提出

要资助她上学，但姜志容却一一谢绝，“我已

经 23岁了，不应该再心安理得地接受资助”。

尽管已经作好了心理准备，但边上学

边照顾母亲的起居却比姜志容想象中的更

为艰难。

刚开学时，课程比较多，还要帮母亲做

好一日三餐、照顾她穿衣洗漱，有时忙完来

不及吃饭就又要去上课，姜志容一个月下

来瘦了 10斤。

一天晚上，姜志容去快递站取行李，交

代母亲在宿舍等她。回宿舍时，却发现屋里

空无一人，她急忙出去找，看到母亲站在宿

舍的不远处找不到回家的路，“妈妈看到

我，急得直哭”。后来，姜志容每天晚上都会

带着母亲在学校散步。

对姜志容来说，这种日子是平淡但幸

福的。“以前每次回家都只有一个空荡荡的

屋子，但是现在每天下课妈妈就在家等我，

我喊‘妈’的时候，都能得到回应”。

同学们眼里的姜志容温暖又善良。姜

志容的大学同学杨天妹记得有一次和姜志

容出去逛百货商店，在回校途中看见年迈

的老爷爷在路边卖菜，“她主动上前问菜

价，临走时还问老爷爷是不是每天都在这

里，想着下次再来照顾爷爷的生意”。

“朋友们经常夸我开朗爱笑，但我却觉

得自己也没那么阳光，有时候笑容是自己的

保护色。”夜深人静，姜志容也会因为偶尔的

孤独和对前途的迷茫而焦虑，但听到母亲沉

睡的鼾声，她擦干眼泪，重新扬起笑容。

空闲之余，姜志容喜欢通过跑步健身

来调整心态，每当遇到问题时，她都会去操

场跑上两圈，有时还会约上朋友去爬山，压

力也能得到释放。

如今，姜志容长着 1.77米的个子，在同

龄人里依然显眼，但她却不再是那个自卑

敏感的“小姜”。

2023年上半年，姜志容收到母校武汉

城市职业学院的邀请，在五四青年节时以

“榜样青年”的身份分享自己的故事。

得到消息后，姜志容更多的是胆怯和

紧张。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发过言，更

没有过演讲的经验，有人愿意听吗？自己的

故事能够鼓舞别人吗？

但当真正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她却觉

得与过去那个不自信的自己达成了和解。

活动结束后，不少同学找到姜志容分

享自己的感受，张粟裕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生活，根本无法想

象学姐的艰难，这种在逆境中成长还能对

生活报之以歌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一

颗名叫“西部计划”的种子也在张粟裕的

心里萌芽。

一年后，得知张粟裕也沿着自己的足

迹投身“西部计划”，姜志容不禁泪流满面。

“没想到我曾经一度无法面对的成长故事，

真的能够给人‘向上生长’的力量。”

“年少时，我曾无数次问自己，为什么

所有的不幸都集中到我一个人身上；但现

在的我，不再问自己为何不幸，而是坚信，

我可以照顾好妈妈，走好人生路，照亮更多

人。”这个 00后女孩十分笃定。

带着母亲上大学的女孩在照亮更多人

□ 赵晨阳 姚梦茹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海涵 王 磊

“你们的出现，如同繁星点点，让基层治理

熠熠生辉。”近日，随着 2024年寒假大学生“返

家乡”社会实践活动落下帷幕，安徽省安庆师范

大学陆续收到 115封来自全国各地基层单位的

“感谢信”。这些“温情回执”的背后，是学生团队

实践成果和家乡发展需求的“双向奔赴”。

寒假期间，安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倪

静带领学生团队来到安庆桐城老街、非遗工坊

和乡间田野，用画笔与镜头记录下青砖黛瓦间

的历史肌理，聆听老匠人讲述桐城派文化的故

事。实践中，学生们突发奇想，将桐城歌谣、木雕

纹样、古建筑构件等元素提炼为设计思路，打造

有当地特色的文创产品。

“课堂上总以为设计是‘灵感迸发’，真正

动手后才明白实践才是艺术的真谛。我们将

‘六尺巷’的谦和礼让精神转化为文创产品的

叙事内核。”团队成员、美术学专业 2022（1）
班的张乐添说，团队细细地处理产品的每一

处结构与色彩搭配、反复沟通产品细节与原

材料材质，开发出钥匙扣、冰箱贴、帆布包、鼠

标垫系列文创产品。

如何理解文化背后的精神？传统元素怎

样更好地融入现代审美？生产工艺如何匹配

设计需求？将图纸设计转化为实物过程中，团

队克服一个个难关，将产品设计出来，同时还

精心策划了展示活动。

在春节前夕开展的“礼让千年·创意新

生”主题文创产品宣传活动中，游客与居民来

到六尺巷景区，在该团队设计的文创产品摊

位前驻足。张乐添自豪地说：“课堂学设计，乡

村找命题，努力让文化产品成为年轻人喜欢

的‘潮品牌’。我们已经与景区达成初步合作

意向，未来将共同开发特色旅游纪念品。”

对于学生们的努力，桐城市文旅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返乡学生们用年轻视角唤醒文

化，用专业能力连接城乡，成为激活桐城文旅

发展的‘创意引擎’。”

“如何才能高效利用鸡粪，发展新农业？”

寒假前，面对位于安庆市宿松县的安徽沃园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张榜求问”，生命科学

学院的“菌粪赋能，增‘肥’致富乡村振兴团”

主动“揭榜”，将“解题”高招送到对方手中。

“初来企业，鸡粪在地上堆积，浓烈且刺

鼻的气味扑面而来，大家打起退堂鼓。”团队

成员、生物科学专业 2023 级彭天忆回忆，当

团队成员得知他们要做的是“变废为宝”的工

作后，慢慢调整了心态。穿梭车间和工厂里认

真观察鸡粪发酵堆肥情况，认真测数据、做记

录成了他们的工作常态。同时，他们就地取材

做实验，设计鲜花型系列、茶系列以及谷物蔬

菜系列等生物有机肥。

但实验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实验数据不理

想、实验结果和预期大相径庭等问题接二连三

地出现，在指导老师石水琴的指导下，学生们静

下心来，反复改良菌剂配比，斟酌堆肥发酵工艺

流程，最终实现工作目标，助力该公司畜禽粪污

处理规模和农作物秸秆年处理量“双增长”。

在安徽省亳州市涡阳县高公镇慕营村，

该校生物科学专业 2024（6）班的慕思语凭借

“小秘诀”，成为村委会的“和事佬”。“公说

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是基层纠纷的常态，每

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她就把自己想象成当事

人，设身处地理解老百姓想“要个说法”的初

衷，再坐下来和村民们拉家常，把长篇政策

文件的“关键词”化成“家常话”。

“给个准说法”“找到好做法”的背后是慕

思语一页页看文件，一遍遍向村干部咨询学

习的结果。从一开始答复村民疑问的生疏，到

主动帮助村民解决纠纷、讲解政策，慕思语的

这些变化，慕营村村干部刘标看在眼里，“怎

样帮助村民理解土地政策，她比我们讲解得

还要麻利。返乡的大学生志愿者，眼里有活

儿，心里装着百姓”。

从安徽省马鞍山市雨山区人民检察院到

马鞍山市春晚的后台工作间，从马鞍山客运

站春运现场到马鞍山总医院的导诊台，这个

寒假，该校法学专业 2023（3）班的徐雨婷解

锁了“多重身份”。“白色代表各个实践岗位需

求，服务时段我会标上黄色，蓝色则留给晚上

复盘反思。”她专门制作一份三色时间规划

表，按照不同颜色规划、抱着“一事一对策”原

则做好每天工作。她说，基层服务不是任务清

单，而是心与心的联结。

舞龙队手持金红色长龙穿梭于大街小

巷、旱船队伍以传统步法模拟行舟场景、花鼓

灯艺人边击鼓边变换队形……1 月 27 日，安

徽省淮南市凤台县民俗“踩街”活动上，近 10
种民俗项目轮番登场。法学专业 2024（3）班

的苏媛媛用相机记录了活动场景。“把家乡文

化拍好的第一步就是了解它、学习它。”苏媛媛

和小伙伴们共同学习了舞龙的动作要领，向花

鼓艺人们了解花鼓的制作步骤与传承历史。

“我们制作了‘踩街’活动的精彩集锦，并

发布在多个短视频平台。家乡的感谢信不仅是

一份荣誉，更是鼓舞。”她说，“返家乡”社会实践

活动是一个“回归”与“反哺”的过程，“我们在文

化的滋养中成长，更有义务让身边的文化故事

走出家门，遇见更大的舞台”。

长期以来，安庆师范大学以“地方开单

子、大学来服务”为工作导向，将“揭榜挂帅”

理念融入“返家乡”社会实践活动。今年寒假，

该校团委召开校地对接会，提前摸清地方需

求，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发布来自基层单位

的基础教育帮扶、农业技术指导、文化传承创

新、社会治理等 260 余项“命题”榜单和“需

求”清单，引导青年学子在走进基层、扎实服

务中“答题”。

115份感谢：学子返家乡办实事

安庆师大返乡

学子团队为桐城六

尺 巷 设 计 制 作 的

文 创 产 品 受 到 游

客欢迎。

受访者供图

在逆境中成长，姜志容总是面带微笑，照顾家人、做志愿公益、努力向上，对生活报之以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