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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患癌幼師李霞三十二年啟蒙近兩千學童

文匯
專題 20242024年年1010月月1313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4年10月13日（星期日）

2024年10月13日（星期日）

●責任編輯：趙一聃 ●版面設計：余天麟
A8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正是深圳飛速發展的時期。
各地的年輕人懷揣夢想來到這裏掘金，李霞也

是其中的一位。李霞出生於1967年，家裏有三個弟弟
一個妹妹。因家庭困難，作為長姐的她無奈輟學到深
圳一家工廠打工。近五年的打工生涯，這座城市日新
月異的變化以及身邊比比皆是的高學歷人才，讓李霞
時常想到家鄉的孩子們。
「在我們村裏，只有我大弟弟一個孩子考上了大

學。我希望憑借自己的努力改變這種狀態，讓更多的
孩子走出大山。」李霞一邊打工，一邊學習幼教教
材。1992年，她毅然辭工回家辦起了村裏第一所幼兒
園。起初幼兒園接收的僅限於本村的孩子，後來一傳
十十傳百，臨近村裏的調皮孩子紛紛被送了過來，最
多時整個幼兒園有60多名學生。

上學過河難 三修愛心橋
梁家北村位於沂蒙山區腹地，幼兒園開班時僅有一條
小路與外界相通。村東有一條小河，由於沒有橋，附近
幾個村的孩子接送起來十分困難。李霞讓家長把孩子放
在小河對岸，她每天早上蹚水過去把孩子背過河，下午
放學後再送回家。每到冬天，河水冰冷刺骨，李霞的腿
上凍裂出血，晚上疼得睡不着覺。她忽然萌生一個念
頭：如果有座橋該有多好！
想幹就幹！沒有錢買水泥，她就把別人丟的蛇皮
袋裝上石頭放在水裏，建了一座簡易的小橋，可惜
夏天一場洪水之後，小橋不見了。李霞氣得坐在河
邊掉眼淚。後來，她從隔壁村買來幾個大水泥桶
子，裏面灌上石子水泥放到河裏，又起了一座新橋
暫時解決了孩子們的上學問題。後來，她又籌錢在
此基礎上建了一座永久性的小橋，成為學生們每天
必經的放心橋。

一年300天輸液 邊治病邊教學
屋漏偏逢連夜雨。2011年，李霞被查出乳腺癌。在

經歷兩次手術後回到幼兒園，孩子們
跑過來抱着她失聲痛哭。那一刻，她
覺得一切辛苦都是值得的。之後的幾
年，她一邊治病一邊教學。因術後化
療身體虛弱，有時一年有300天在輸
液，她經常帶着輸液瓶給孩子們上
課。沒有力氣大聲說話，為了讓孩子
們聽到她的聲音，她每天佩戴着擴音
器上課。
每天凌晨3時40分， 李霞已開始一
天的忙碌。今年57歲的李霞，在幼兒
園既是老師，又是修剪工。幼兒園的
花木都是她一剪子一剪子剪出來的，
尤其是夏天，每周都需要剪一次，請
人幹活的話一天要200元（人民幣，
下同），李霞拿不出這筆錢只好親自
動手。空中的遮陽網也是她親手裝上
的，39度的高溫天氣，她從早上幹到
下午，手上被繩子勒出了血印。

從未在幼兒園領過一元工資
最難的是冬天，李霞很早就要到教室生

爐子，孩子們到幼兒園時房間裏已是暖暖
的。特別是大雪天氣，李霞拿着一個大掃帚，
從幼兒園門口一路掃到村頭。別人在凍得瑟瑟
發抖，她卻在寒風裏大汗淋漓。
「我已經很少打吊瓶了，身體越來越好，可

能是幹活的時候身體得到了鍛煉。」如今的李
霞雖然看着仍有些瘦弱，但已漸漸恢復了健康。
據其介紹，她經常騎自行車到鎮上辦事，有時一
天要來回12趟。她還堅持每天早上跑步，下雨天
就原地踏步跑。「就這樣幹活、騎車， 每天把全
部的精力放在孩子們身上，什麼都不想，不知不覺
就好了。」李霞說，「孩子們也救了我，在我生病
的情況下，病友都躺在床上，我卻一直在忙，忙到
把病都忘了，同樣病情的患者很多已去世，我不能
等着，到時候孩子們怎麼辦……」
32年來，李霞從未在幼兒園領過一塊錢工資，平時

一個蘋果都捨不得買。她說，辦幼兒園的目的不是賺
錢，而是為了把上學的念頭「種」在孩子們心裏。
幼兒園第一個上課的房子是李霞弟弟的婚房，但隨

着孩子的增加，原有的房子已無法滿足教學需求，
於是有了如今舉債建設的防震新教室，李霞自己的
房間則用的是空心牆。她說，有張床睡覺就行了。

放棄高薪工作 堅守山村教育
幼兒園現有兩個班，並設有圖書閱覽室、警衛
室、保健室等，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園內有4
名老師，孩子卻越來越少。僅靠學費連老師們
的工資都付不起，她經常愁得晚上睡不着覺。
有一年過年發工資的時候借不到錢，她急得
直掉眼淚。後來去信用社貸了2萬元，才解了
燃眉之急。
據李霞的大弟弟李振奎介紹，為了維持幼

兒園的正常運行，李霞到處借錢，兄弟姐妹
們也在盡力出手相助。「由於生源斷崖式下
降，縣城裏的幼兒園有的已經關門轉產。我
姐姐一直在堅持，幼兒園是她的精神寄
託。」李振奎表示，由於李霞的付出，幼兒
園走出了很多優秀的學生， 周邊一千米以內
研究生就有4個，其中一個還是博士。在其看
來，李霞幾十年在清貧中堅守，很不容易。
李霞的事跡感動了很多人。其實一直有人高

薪邀請她去外面工作，但她不捨得離開。「很
多人到縣城去辦幼兒園掙錢，前幾年還有人讓我
去當形象代言人，合同都寄到我家裏了，拍張照
片就給5萬元，但是去的話需要一兩個星期，孩子
怎麼辦，我不想給孩子落下課。」李霞說，「很多
人說我傻，但是我有自己的目標，我覺得我不傻，每
當想起孩子們可以在幼兒園裏讀書心裏就很高興，這
種快樂無法用人間的物質來衡量。我想，這種快樂就
是愛吧。」

之

有有情情神州神州
回 訪 系 列

沿着一段曲折的鄉村小路駛進梁家北村，再步行穿過約50米莊稼

地，會看到一座掩映在綠色植被間的幼兒園——1992年，在深圳打工

的山東姑娘李霞回到家鄉山東沂南縣岸堤鎮梁家北村，在大山深處創辦

了這所幼兒園，周邊十幾個村莊漫山遍野撒歡的孩子們，從此有了啟蒙的教育場所。

32年來，李霞在這個相對閉塞的小山村裏，先後送走了近2,000名在此「畢業」

的孩子，其中有一半左右是留守兒童。在此期間，李霞因癌症做過兩次手術多次化

療，幼兒園亦因生源銳減一直負債運營，但她一直沒有放棄。她說，「孩子們的

需要就是我堅持下來的動力。」●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江宏、胡臥龍 山東沂南報道

2019年，香港《文匯報》報
道了李霞的事跡，不少愛心人士
通過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李霞的
情況，希望為幼兒園提供物質和
資金幫助。在得知香港文匯報記者
將赴沂南回訪時，煙台大學濟南校
友會的幾名愛心人士希望與記者同
行，看望李霞老師並為孩子們捐款捐
物，以文匯為媒，傳遞愛心。
張慧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任濟南

虞山書院院長，她代表煙台大學濟南
校友會愛心人士向李霞捐贈了4,000餘
元人民幣善款。張慧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從香港《文匯報》得知李霞
老師的感人事跡，深受感動。來到村
裏第一眼看到幼兒園外牆是鮮艷的彩
繪，在古老的村落裏顯得格外有生
機。」張慧為幼兒園的孩子們帶來了
10套蒙學書本，邀請李霞老師帶隊到

虞山書院參訪，讓孩子們沉浸式體驗傳
統文化和非遺。同時，虞山書院也準備
和李霞老師達成長期的文化交流互助，
讓虞山書院優秀的文化藝術學者走近梁
家北村幼兒園，讓孩子們不僅有李霞老
師的愛，還有來自濟南虞山書院的愛，
來自世界各地的愛。
煙台大學濟南校友會秦四彩在參觀
幼兒園時聽了李霞老師的講述後，也
深受感動。在秦四彩看來，李霞老師
已經把幼兒園教學這件事情當成了她
的信仰，把自己活成了自己的信徒。
「李老師應該就是在這件事中感受到
了自己的價值，生命的意義。幼兒教
育是啟蒙孩子們學習興趣的重要階
段，孩子們是幸運的，在這裏他們不
但被愛包圍，李老師還用他們身邊熟
悉的東西啟發認知和思考。願愛出者
愛返，望愛流匯溪成河、成江海。」

梁家北村位於沂蒙山區腹地，距離最近的岸

堤鎮中心幼兒園有5公里，對於家裏只有爺爺奶

奶陪伴的留守兒童而言，就近入學顯然是更佳

選擇。「爺爺奶奶不會開三輪車，沒法送孩

子。我們這個幼兒園就是本着就近入學、解決

鄉 村 入 學 難 的 問 題 ， 讓 孩 子 安 安 全 全 地 上

學。」李霞說。

有一天，一位老爺爺背着一個破舊的袋子來

找李霞，裏面有一箱牛奶和一棵白菜。他說，

「李姐姐，這些年謝謝你了！」原來，老爺爺

的孫子是個留守兒童，到了上幼兒園的年紀卻

交不起學費，孩子奶奶悄悄找到李霞，為難地

說了家裏的情況。李霞說，你把孩子送過來

吧，但是別吱聲。

「若家家能出大學生 何苦不能吃」
李霞從超市賒了一箱牛奶，趁午休的時候連同

老爺爺帶來的東西又送了回去。她說，「等什麼

時候小孩結婚或考上大學，你送一把豆麵或玉米

麵（當地的習俗）給我，我肯定收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一個生字本上，看到了李霞

深藏的秘密——上面記錄了上學期十幾個孩子因

家庭困難免除學費的信息，幼兒園一直入不敷出

的原因清晰明了。要知道，今年上學期一共收錄

30名學生，有一半是留守兒童。

「我姐姐就像幼兒園的小朋友，她的想法像孩

子一樣善良單純，對別人全身心地付出。」據李

振奎介紹，因老父親生病，這幾年李霞一邊管理

幼兒園，一邊照顧爸爸，忙得不可開交。「前段

時間有個比較大的幼兒園想讓我姐去上班，她拒

絕了。外人很難理解，我們有時也不理解。我們

希望姐姐能健健康康地活下去，這裏的孩子們才

有希望，才能上學。」

生源減少其實是各地普遍面臨的問題。「哪怕

有10個、20個孩子，不掙錢也得辦下去。」 李霞

說，「一個人不逼自己一把，永遠不知道能不能

幹。我把孩子們當成自己的孩子，難就難唄，總

會想出辦法來。只要家家能出大學生，我還有什

麼苦不能吃……」

愛心人士赴幼兒園捐贈愛心人士赴幼兒園捐贈：：
以文匯為媒 傳遞愛心

免困難生學費 「不掙錢也得辦下去」特稿

▲課間休息時間，幼兒園的孩子們在院子裏玩遊戲。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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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慧與幼兒園小朋友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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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霞與幼兒園的孩子們一起玩積木李霞與幼兒園的孩子們一起玩積木。。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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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愛孩子，所以把畢生的心血都放在了幼兒園
裡。和孩子們在一起我感覺很快樂、很滿足、

很有成就感，我想一直陪着他們成長，就算走不動了也
要堅持下去。」長期與病魔鬥爭的李霞身材瘦削，語氣
輕弱，她留着齊肩短髮，穿着一身舊衣服，卻收拾得乾
淨利落。每當她出現在幼兒園大院裡，孩子們都會圍着
她唱歌、做遊戲。李霞說，孩子們的笑臉，是自己戰勝
病痛的力量源泉。

28年啟蒙教育逾千學生
因為發展滯後，貧瘠的土地對山區人來說越來越沒有

了吸引力，留在這裡的大多是老人和孩子。能夠叩開連
接外面多彩世界大門的，就是這個建於1992年的梁家
北村幼兒園，作為當地唯一一所幼兒園的園長，李霞
28年間，啟蒙教育了超過1,500個梁家北村及周邊村的
孩子，給予了他們媽媽般的溫暖呵護。
李霞出生於1967年，家裡有三個弟弟和一個妹妹。
作為長姐，她從小就幫父母幹農活、照顧弟妹，這也塑
造了她踏實、能吃苦的性格。與滿山跑的「野孩子」不
同，李霞從小就喜歡讀書學習，夢想有一天能夠考上大
學，離開山村。

迫於生計輟學打工
然而在1987年，由於家庭負擔過重，李霞從高中輟
學，踏上遠行的列車，到廣州、深圳打工。「我真是太
想上大學了！」時隔三十多年，「大學」依舊是李霞的
執念，「弟弟妹妹們要上學，家裡負擔不起，我沒有別
的選擇」。

令李霞欣慰的是，大弟弟李振奎在1988年的高考中
發揮出色，順利考上了大學。「在當時的農村，考上大
學算得上是魚躍龍門。大弟弟是我們村第一個大學生，
是我們的驕傲。」李霞說。
在打工過程中，李霞接觸了形形色色的人，見識了廣

州、深圳的日新月異。她經常思考為什麼家鄉這麼窮，
弟弟妹妹的出路在哪裡。後來，她意識到知識是改變山
村孩子命運的鑰匙，打算回到家鄉創辦幼兒園，為孩子
們點燃遠航的明燈。

三返家鄉誓從事教育
從下定決心回鄉到父母同意開辦幼兒園，李霞總共回

來三次。「一開始家裡人都不同意我回來，父母認為我
好不容易在外面立住腳，不應該再回來，所以第一次剛
到家就被趕回廣州了。」李霞坦言，「說實話，第一次
回去對我的觸動很大。當時南方的發展已經把北方遠遠
甩在後面，看着破舊的臨沂車站，我真是有想哭的衝
動。」但這也更堅定了她要回來從事教育的決心。最
終，三次返鄉的李霞說服父母，同意她在給弟弟建婚房
的宅基地上創辦幼兒園。
1992年，李霞傾盡打工賺來的積蓄，在父親的幫助

下終於把幼兒園建了起來。她又參加了縣裡的培訓，成
為當地第一批持證上崗的幼師。
幼兒園建起來，招生又成了大難題，這讓李霞始料不

及。李霞憶述，當年農村上學的觀念很淡薄，絕大多數
農民沒聽說過「幼兒園」，年輕的父母們下地幹活的時
候直接把孩子扔在家裡，沒人看管。
李霞統計了村裡適齡孩子的信息，白天到田間地頭跟

家長拉家常，晚上農忙後挨家挨戶拜訪，勸說家長送孩
子到幼兒園上學。
「大家對我非常信任。到8月份開學的時候，來了大
概20個孩子，我也總算鬆了一口氣。」李霞說。

兩次手術仍堅持教書
2011年春，李霞被查出了乳腺癌。八個療程的化療

後，她顧不上休息，重新回到幼兒園。然而，2013年癌
細胞又擴散到頸部淋巴，她再次躺倒在手術台上。手術
後，她身體羸弱，發音細微，為了讓孩子們聽到她的發
音，她佩戴着擴音機，又一次來到孩子身邊。
此後，李霞每年平均輸液300天，與病魔頑強抗爭的同

時，堅持陪伴在孩子們身邊。目前，李霞病情比較穩定，
不用長期輸液，她也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照顧孩子們了。
有人不理解李霞為何如此堅持，勸她放棄幼兒園安心

養病。李霞說：「我從小就喜愛孩子，每天和孩子們在
一起已經成為習慣，從事幼教這麼多年更深感肩上責任
重大。」
「我特別喜歡一句古詞『衣帶漸寬終不悔』。雖然身

上穿的都是親戚送的二手衣服，住在幼兒園裡用的都是
舊傢具。但我覺得我很富有，孩子們的愛無時無刻不在
包裹着我，看到他們我就很幸福。」李霞說，也許有一
天她倒下了再也不能起來，但是孩子們歡快的讀書聲一
天也不能斷。

梁家北村位於山東沂蒙山區腹地，僅有一條窄窄的水泥路與外界聯通。在這個閉塞的小山

村裡，52歲的幼兒園園長李霞為孩子們啟蒙授課28年，儘管做過八個療程的化療和兩次手

術、每年平均輸液300天，她也堅持掛着吊瓶上課。談起李霞，鄉親們無不豎起大拇指稱

讚：「好姑娘，好樣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臥龍 山東報道

在李霞看來，孩子們的安全問題是幼兒園
的頭等大事。多年來，她每天早上到村口接
孩子們上學，放學後再把他們送到家裡。

上下學背孩子過河
梁家北村被群山環繞，村邊的一條小河
經常因大雨暴漲，阻斷孩子們的上學路。
每當下大雨，李霞就非常焦急，時刻關
注河水上漲情況，上下學的時候背着
孩子們過河。
「夏天氣溫高還好些，冬天水溫
很低，在水裡來回幾趟整個下半
身就被凍麻木失去知覺了。」
李霞對當時的情況記憶猶
新。

上世紀90年代，

山區物資匱乏，為解決過河問題，李霞想了
很多辦法。山裡最不缺的就是石頭，當時家
裡為給弟弟蓋房子準備了一些齊整的石頭，
李霞和父親商量把這些石頭先放到河裡解燃
眉之急。父親幫李霞把石頭放在河裡，每到
下雨李霞背着孩子從石頭上一步步跨過去，
不用再受被冰冷河水浸泡的痛苦。
一場大雨過後，河裡的石頭被沖得無影無
蹤，李霞發現後在岸上急得直哭。
「我當時腦子一下就懵了，石頭被沖走

了，孩子們怎麼辦啊？」李霞回憶道，當時
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覺，為孩子們上學路發
愁。

自買材料搭水泥橋
後來，李霞到縣裡買來水泥，枯水期時在

河裡用小石塊搭起一排水泥墩子。「做好之
後我非常開心，還起了個名字，叫做『刺猬

橋』，因為石塊參差不齊，整體看着像一個
個刺猬趴在水裡。」李霞說。
李霞經常去河邊看她的「刺猬橋」，擔心

能不能經得起大水的考驗。安全抵擋幾次大
雨後，李霞歡呼雀躍，認為自己終於解決了
過河問題。可惜好景不長，李霞的「刺猬
橋」還是被沖垮了。
「當時真的在河邊哭了好久，下定決心一

定要修一座學生和村民都可以安心通過的
橋。」李霞告訴記者。
2007年，李霞把丈夫在外打工掙的錢全部
拿出來，多方籌措8萬多元，終於在村口建起
了兩座混凝土鋼板橋。新橋不僅可以供行人
通過，還可以過自行車、三輪車，解決學生
上學安全難題的同時也為村民出行帶來了極
大的便利，大家都叫它「愛心橋」。
如今，經歷了12年風雨，李霞的「愛心

橋」依然屹立在村外。

走進梁家北村幼兒園，孩子們很禮貌
地跟香港文匯報記者打招呼，開心地展
示手裡的教具。目前幼兒園有 28 個孩
子，分 3個班，周邊六七個村子的孩子
都來這上學。李霞滿懷期待地說，隨着
二胎政策的實施，將來孩子會更多一
些。
「民辦幼兒園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錢的
問題，雖然幼兒園收費標準很低，但仍然
有很多家庭拿不出學費，家長把孩子領來
了我也不能把他們推出去吧。」李霞歎了
口氣說，扣除教師工資和日常運營開銷，
幼兒園常年處於虧損狀態。
一直以來，幼兒園基本上都是李霞一個
人在操持，直到懷孕後李霞才開始招收老
師。但在上世紀90年代，幼兒園老師收入
低，科班出身的畢業生都不願意當幼師，
再加上李霞的私立幼兒園遠在山區也沒有
編制，更難招到人。李霞從村子裡找了兩
個女孩，經過簡單的培訓就到幼兒園幫助
分擔一些基礎工作。

冀社會關注農村教育
20多年來，「留不住人」一直是讓李霞

頭疼的問題。特別是在患病住院期間，李
霞經常委託在縣城教書的弟弟抽時間回去
代課。現在，幼兒園裡除了兩位專職幼師
還有一位兼職教師，在李霞去醫院化療時
來學校替她上課。李霞希望政府出台支持
農村私立學校的政策，給鄉村幼兒園老師
一些補助。她也希望社會能夠多關注農村
教育，更多年輕人來到鄉村實習、支教。
由於沒有多餘的錢買煤炭，李霞經常早
起到山裡撿樹枝，給學生燒熱水，自己掏
錢買來幼兒園圖書、電子琴、錄音機，無
微不至關心這些兒童的健康成長。李霞有
兩個心願埋在心底：希望能夠籌到一筆錢
用來改造廁所，給孩子們更清潔的環境。
如果能籌到更多的錢，她要建一個食堂，
讓孩子們不用回家就能吃上可口的飯菜，
中午多睡一會。

「在我眼裡我姐就是一個苦行僧，是山
村教育的殉道者！二十多年來把所有的精
力、健康都交在了這個裡。當年她在深圳
打工，一個月工資600多元（人民幣，下
同），回到老家開辦幼兒園一直在賠錢，
但她還是堅持了下來，現在對她來說上課
就是精神寄託。」李霞的弟弟李振奎說
道。
1988年，李振奎考入曲阜師範大學，是
梁家北村第一個大學生。畢業後選擇從事教
育工作，現在在沂南縣一所中學教學。李振
奎是李霞的驕傲，李霞也是李振奎的楷模。
李振奎說：「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最能

體會姐姐的快樂。很多孩子在我姐姐那接受
啟蒙教育，到了初中又成了我的學生，這真
是奇妙的緣分。孩子們考上大學、成家立業
後回來看我們，是姐姐最幸福的時光。」
在開辦幼兒園的過程中，李振奎給姐姐提

供了很多幫助，課餘時間就回家幫姐姐代
課、備課、製作教具。李振奎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長期以來，山區物質條件極差，很
多孩子的父母到外地打工，姐姐會把這些留
守的孩子收留在自己家，像媽媽一樣照顧他
們。
在李霞患病後，李振奎和弟弟妹妹們籌集

了十餘萬元為她治病，幫她照顧還在讀中學
的兒子。「小外甥馬上要中考了，我每月給
他200元生活費，跟他說是媽媽給的。姐姐
經常說沒有好好照顧兒子，虧欠兒子，我希
望通過這種方式讓外甥感受到媽媽的愛。」
李振奎說。

弟弟亦從教
感受育人之樂

盼建食堂
「讓孩子多睡一會」

上學行路難上學行路難 三修三修愛心橋愛心橋

■李霞決心要修一座學生和村民都可以安心通過的橋。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

■■李霞掛着吊瓶堅持給孩子們李霞掛着吊瓶堅持給孩子們
上課上課。。 特約通訊員杜昱葆特約通訊員杜昱葆攝攝

■■李霞李霞2828年間年間，，啟蒙教育啟蒙教育
了超過了超過11,,500500個梁家北村及個梁家北村及
周邊村的孩子周邊村的孩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臥龍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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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30日，香港《文匯
報》A7版報道幼師李霞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