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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份，張鵬程學校的一個8歲女孩在學校吃午餐時，唯獨留下了
盤子裏的蝦，一句「留給俺媽」戳中無數人的
心。在張鵬程的學校，「留蝦女孩」不是個例。
2021年4月，還有另一位姑娘留雞腿給媽媽，也
同樣令無數人動容。

自掏腰包為孩子補充營養
二郎廟小學中大多是留守兒童，平時在學校

吃午餐。為了讓孩子們吃得更好些，校長張鵬程
每天清晨去集市採購食材，在國家餐補的基礎
上，時常自掏腰包，蝦、牛肉等每周都能出現在
孩子們的餐盤中。在學校的這頓午餐，成為不少
孩子一天中吃得最好的一頓。「這些飯菜都是給
孩子們增加營養的，我們會盡量讓孩子們在學校
吃完，不會鼓勵孩子們帶回去。」張鵬程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但孩子們的心都是好的，心裏
想着自己的爸爸媽媽爺爺奶奶。」
愛如漣漪，層層擴散。孩子們的心裏不止有
自己的家人。張鵬程和老師們如陽光照亮了這個
有180多學生的鄉村學校，照亮了每一個孩子的
心，孩子又以更炙熱的光照亮別人。
二郎廟小學的孩子們見到張鵬程，會大聲喊
「校長爺爺」；小一點的孩子還會求「抱抱」。

孩子們看到香港文匯報記者也不會扭捏害羞，會
大大方方地打招呼，吃飯時間也會問一下「阿姨
們要不要一起吃」。當然，看到張鵬程，孩子們
更是興奮，把自己手裏的橙子或者牛奶給他。
「一個孩子如果沒有得到過陽光，怎麼照亮
別人；沒有得到過愛，沒有體會到更多的溫柔，
拿什麼愛社會、愛他人。」張鵬程的內心是柔軟
的。剛畢業的時候，張鵬程在二郎廟小學呆了沒
多久就走了，「也想出去闖一闖，賺點錢」。
他在公司當過中層領導，後來還自己幹餐飲

當老闆，只是當他發現被留在老家的大兒子成為
別人常常說的「留守兒童」時，張鵬程決定再次
回到二郎廟小學。「其實現在農村的孩子基本生
活都能夠得到保障，尤其是在物質方面。父母在
外面打工，都能讓生活變得更好，但是這個好可
能只是房子更好一點，穿得更好一點，用得更好
一點。可是孩子的心呢，如何更好一點？」

「我們怎麼做孩子都看在眼裏」
張鵬程找到的答案就是「多帶帶」，也就是

「多陪伴」的意思。原本就有些許少白頭的張鵬
程實際上是一位「八十後」，有媒體善意寫道他
是為孩子操心白了頭。他說，操心是真的，但自
己願意這樣全身心投入。「陪就是育的一種。教

育不是說做個課件就能達到目標的，很多時候是
通過跟孩子的互動交流來的，這才是育。我們在
陪伴孩子的過程中怎麼做，孩子都是看在眼裏
的，這樣才能傳遞下去。」
張鵬程給香港文匯報記者講了一個男孩的故

事，他的父母離異，跟着爺爺奶奶生活。男孩內
心特別敏感，在學校動不動就會發脾氣。張鵬程
一方面跟孩子的爺爺奶奶囑咐不要把家裏的官司
講給孩子聽，「大人都還捋不清，又如何能讓一
個孩子去理解」。另一方面，張鵬程把他帶在身
邊，也不跟他提這些事情，「就是帶着他一塊做
飯，一塊玩。帶得多了，他有什麼話就跟我說，
有了交流，內心就打開了。」
採訪時，小女生們正在玩一種新的遊戲。張
鵬程看到了，就過去問她們遊戲怎麼玩，然後跟
着她們一起玩。「小孩子的遊戲都是不停更新。
也不知道他們從哪兒更新的。兩天不見，他們玩
的遊戲是啥我都不知道了。」

「只有孩子信任你才會跟你分享」
「其實上課的時候孩子們根本不可能跟你交

流什麼，只有在課間或者放學之後，才會有機會
跟你聊。」每當下課鈴響後，張鵬程都會走到孩
子們中間，問問這個家裏情況，抱抱那個。一個
男孩在地上撿到一顆螺絲釘，也會趕快交給「校
長爺爺」。
「孩子如果不信任你，不喜歡你，你就算是
大學教授來了也沒用。」張鵬程知道每一個孩子
的家庭情況，他看一眼就知道這個孩子有沒有情
緒。「只有這樣才能做好教育。孩子們才能喜歡
你，願意跟你分享，願意跟你交流。」

張鵬程一點也沒有校長的架子。最開始，張
鵬程需要身兼數職。「做好幾門功課的老師，
給孩子們做飯，當泥瓦匠……」現在因為學校
受到了關注，各方面的捐助也多起來，代課老
師也多起來，還建起了專門的廚房，但他仍舊
不閒着。只要在學校，吃飯的時候他一定會到
各個班級裏轉一轉。「有一次，一個孩子吃蘋
果卡住了，我正好看見，就用海姆立克法給他
拍，七下就拍出來了。從那之後，我讓每個老
師都學會海姆立克法，並且吃飯的時候一定要
時刻關注着。」
午飯時，高年級的學生先盛好了飯，張鵬程
隨便在一個學生的盤子裏挖了一小勺米飯嚐了
嚐，有點硬，趕快跑到廚房問怎麼回事。「孩子
們入口的東西，一定要保證安全。」由於孩
子們基本上都是一日三餐在學校吃，張鵬程
格外注意孩子們的飲食。「剛開始經費不
夠，我就自己掏錢給孩子

們改善生活，身體是第一位的。」
在張鵬程發布的短視頻中，若是張鵬程跟孩
子們一起吃飯，孩子們也會從他的碗裏撈東西
吃，他也不生氣，反而還樂呵呵地跟孩子們玩
鬧。
「你不怕失掉了校長的威嚴？」面對香港文

匯報記者的提問，張鵬程答道：「校長就

是老師，我對老師的理解，首先是跟孩子們之
間交流無障礙，才能解決問題。老師的架子端
得很足，孩子什麼都不跟你講，除了完成你的
作業以外，其他沒啥交流，起不到『育』的作
用，你只是在教。」

8歲女孩張笑笑（圓圖）在學校吃午餐
時，唯獨留下了盤子裏的蝦，一句「留給
俺媽」戳中無數人的心。這個瞬間，讓網
友記住了「留蝦女孩」清澈的笑容和她眼

裏的光，她所在的二郎廟小學也因此受到更多關注。
學校發的水果、牛奶，笑笑也經常留着帶回家給媽媽。張

鵬程了解她家中的困難：父親常年在外打工貼補家用，家裏
只有生病的母親，幹不了重活。

笑笑的願望是長大當醫生，「因為媽媽身體不好」。她常
與在外務工的爸爸視頻，讓他放心，她會照顧
好媽媽。女兒的懂事，讓母親胡明君欣慰
又心疼。「她總說自己吃不了，其實是
擔心我的身體，她帶回的東西最後我都
讓她吃掉了。」

很多網友都關心笑笑的情況，給她
寄來了兩大盒蝦、新衣服和學習用品。
笑笑說，自己要努力變得更好。◆人民網

為孩子改造校園：
普通人亦能有「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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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18年9月，36歲的張鵬程來到二
郎廟小學當校長，已經過去3年，從學
校老師到學生再到校園建設都發生了徹
底的改變，而這些都是張鵬程一點一點
想辦法改造的。
2020年疫情期間，張鵬程感覺暑假可

能放不成了。「七八月份是最熱的時
候，孩子們在教室上課肯定熱。」張鵬
程就決定裝空調。「得改造線路，光改
線路都花了9,000多元（人民幣）。」
張鵬程希望孩子們在學校的每一天都

是舒適的。「沒錢的時候想辦法湊一
湊。」現在關注多了，有了一定的捐
助，他希望能把學校打造成自己的理想
校園。「硬化的地面，孩子們玩起來不
會塵土飛揚；有一定的實驗場地；還要
有一塊試驗田。」
張鵬程已經把自己的農田先空置了起

來。「到時候讓孩子們種點果樹啦、水
果啦。」他說，雖然孩子們都在農村，
但都很少參與勞動了。「不是為了讓孩
子勞動而勞動，而是希望孩子們能夠多
了解下農作物，同時勞動的過程也是分
工合作、交流的過程。」
張鵬程坦言，如果比條件，農村孩子的
條件永遠比不上城市孩子，但是農村孩子
將來也要有自己合適的生活。「大家都是
普通人，能夠走到塔尖的人很少。」
張鵬程說，但是普通人也有普通人的

「光」，「你看7．20鄭州暴雨的時
候，不都是普通人在行動嗎？」張鵬程
的教育目標是，孩子們能夠控制好自己
的情緒，不會因為一點小事就崩潰。
「溝通沒問題，然後有良好的品德。具
備這幾方面，走入社會，自己做點事
情，成個家沒什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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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孩子玩鬧沒架子「交流無障礙助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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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鵬程為孩子張鵬程為孩子

們盛飯們盛飯。。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蕊記者劉蕊 攝攝

◆◆張鵬程被孩子們包圍
張鵬程被孩子們包圍。。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張鵬程溫柔地撫摸孩子的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 攝

◆◆ 除了校長身除了校長身
份份，，張鵬程還身兼張鵬程還身兼
語文老師和英語老語文老師和英語老
師師。。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誰知道頭髮啥時候開始變白的，誰在意這啊！」

河南省周口市太康縣清集鎮二郎廟小學校長張鵬程是

火爆全網的「白髮校長」。他穿的運動鞋破了，他也不在

意，小兒子的衣服有點髒了，他也不在意。但是孩子們的米飯有一點點硬，他會立

刻跑到廚房去詢問原因，一個小女孩的臉有點皴，他就立刻囑咐老師給孩子多擦點

潤膚霜。這個最不在意自己的校長用最大的愛意讓在鄉村的留守兒童獲得了他們最

為渴求的安全感與陪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戚紅麗、劉蕊河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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