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水的日子，有人建议学生早读默念，避
免消耗体内存水。张自华笑着说：“这有点过
了！”他的学校早上还是飘扬着琅琅读书声。只
是上体育课的时候，张自华专门交代老师“在按
照标准体育教育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剧烈运
动”，并形成会议纪要，全校遵守。

在张自华看来，捐水只能改变一时的渴，知
识才能改变他们蜗居大山，靠天吃水的命运。
当地的年轻人，大多初中毕业，40岁以上的，大
多小学毕业。上高中上职中的屈指可数。去
年，寻甸开始普及高中教育，考不上高中的，可
以上职中，至少可以掌握一门谋生的技术。

学校只有一台电脑，1998年的老款。2009
年，张自华装上了网线，连接起大山外面的世
界。一台电脑，让每周的信息课，显得捉襟见
肘，一般都是老师板书，演示一遍，学生鲜有机
会摸到电脑。张自华希望能增加几台电脑，至
少让山里的学生能够亲手摸摸，操作一下，通过
网络看看大山外面的世界。

纯真的学生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理想，张学
峰的理想是“挣钱，捐水”；刘振浩的是“当志愿
者，帮助有困难的人”；陈春燕的是“当老师，教
孩子们知识”……

“知识改变命运”，在这个大山深处的小学
校里，绝对不是一句口号……

知识
更金贵

教室的后黑板上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迹写着“节约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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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助的两瓶水就放在孩子的课桌上，延续着他清晨琅捐助的两瓶水就放在孩子的课桌上，延续着他清晨琅
琅的读书声。琅的读书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