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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09年，香港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在看到叶连
平的报道后，专门派出研究
员来到卜陈村实地考察，并
决定从 2010年暑假开始连
续 2年派出援教队来帮助叶
连平开展“活学英语”援教
活动。近几年，在他的感召
下，每到暑假和节假日，都
有大学生志愿者来为孩子
们补习功课。

今年暑假，22岁的安徽
省巢湖学院大二学生王杰
就跟随学校的支教社团来
到卜陈学校，教孩子们数
学。“我们团队有 13个人，有
4个人在叶老师那里帮他给
孩子们上课，剩下的就在学
校里教孩子们。”王杰说，除
了固定的语数英外，他们还
会教孩子们书法、绘画、音
乐等课程。

叶连平非常珍惜这样的
机会，他希望孩子们能够跟
哥哥姐姐们多学些知识，更
多了解外边的世界，树立远
大志向。

“第一次见到叶老师，我
就觉得他身上有一股劲。他
不仅对教过的每一个孩子情
况非常了解，而且一直建议
我们做家访，真正去走近每
个孩子。无论是在物质上还

是精神上，叶老师对我们的
帮助都很大。”刚上大一的赵
媛媛也跟着团队来到了卜陈
村，支教过程中她有一次生
病了去医务室输液，叶连平
听说后，就把以前学生送的
蛋白粉委托同学送到了赵媛
媛的宿舍，这让她非常感动。

支教结束时，赵媛媛拿
着原封未动的蛋白粉想还给
叶老师，但叶连平却坚持让
她拿回家喝。“本来人家大学
生能来教孩子们我就已经很
高兴了，他们要是生病了，那
我也有责任。”叶连平说。

为期 15天的支教结束
后，每个大学生都写了自己
的感悟。叶连平都非常认真
地读完，并且在后面写上自
己的想法和建议。他给赵媛
媛写道：“咱们人，是感情动
物，凡是爱，总会产生互动，
您付出了真挚的爱，那就一
定会得到反馈，良心不变，持
之以恒，莫问前程。”

看到很多人写道以后想
投身于乡村教育事业，叶连
平非常高兴：“农乡教育水平
偏低，目前还是客观实际，我
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优秀人
才可以立志在教育上做出成
就，让农村的孩子一直都有
书念！”

19年来坚持义务上课，已帮助1000多个孩子

92岁老人要做留守儿童的“萤火虫”

“只要我还活着，就
不会让他们念不起书。”
今年已经 92岁的叶连
平，是安徽省和县乌江镇
卜陈村“留守儿童之家”
创办人。

一头白发，说起话来
响亮而清晰，走起路来有
些蹒跚。就是这样一位
老人，至今仍坚持义务给
孩子们上课，批改作业，
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
坚守，让人肃然起敬。

从2000年开始，叶
连平利用节假日免费给
周边的学生补习语文和
英语课。根据不完全统
计，19 年 来，已经有
1000 多个孩子在这里
得到过帮助，其中大部分
都是留守儿童。

“我觉得人生付出越
多，越觉得值，越快乐。
所以我要多活几年，为孩
子们多作点贡献，死时不
后悔啊！”

多年来，叶连平先后
获得“全国德育教育先进
个人”“中国好人”等无数
荣誉，但他对这些却毫
不看重，总是说：“名利
于我淡如水，奉献为人志
不移。”
郑报全媒体记者
翟宝宽 文/图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乌江，留下了西楚霸王项羽
在此自刎的悲情故事。如今，一
位耄耋老人数十年如一日义务辅
导留守儿童功课的温情事迹从乌
江岸边流传开来，感动了无数人。

叶连平生活的卜陈村，位于
和县乌江镇中东部，邻近省级公
路，村里的年轻人多数外出打工，
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不仅孩
子们的学习无人辅导，每到节假
日，还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2000年 7月，已经退休 10年
的叶连平看到村里的留守儿童
越来越多，作业无人辅导，尤其
英语基础普遍薄弱，便将自家的
一间房屋腾了出来，摆上桌子和
一块小黑板，义务给孩子们辅导
功课。

“农村孩子英语不好，一旦落
下，别说上大学，甚至连进高中都
没希望！所以见到英语成绩差的
孩子，我特别着急。”原本是语文
老师的叶连平决定利用自己的英

语特长，为孩子们补习英语。
看到学生越来越多，当地政府

把村里的仓库改造成一间教室、一
间小图书馆，一名企业家捐赠了桌
椅，挂上“留守儿童之家”的牌匾，
托付给了叶老师。现在来这里上
课的学生有 100多人，有卜陈村
的，还有邻近几个村的，甚至还有
和县县城以及南京江浦等地的留
守孩子。19年来，叶连平没向学生
们收过一分钱。

叶连平根据孩子英语水平分
成启蒙、初级、中级、高级四个班，
周六周日四个半天分别给孩子补
习英语，学生的节假日是他最忙碌
的时候。

叶连平的退休工资是 3000
元，平时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不吃零食。到外边买书，都是自己
带着干粮，一瓶矿泉水都舍不得
买，一件衣服都穿了几十年还在缝
缝补补，和老伴现在还住在 30年
前的平房里。

江明月是一个受叶连平
帮助比较多的孩子。她读七
年级的时候，英语、数学等功
课跟不上。她和妹妹江敏都
是留守儿童，家离学校又很
远，叶连平了解这一情况后，
就主动把她接到自己家里，
不仅免费补课，而且免费提
供吃住，直到她考上高中。
2009年，江明月考上南京理
工大学，叶连平很高兴，陪
她去马鞍山买了笔记本电
脑，同时又把她的妹妹接来
补课。当江明月考上研究
生时，叶连平又资助她现金
一万元，勉励她好好学习，
诚实做人。

有人把叶连平比喻为永
不熄灭的烛光。“我没有烛
光那么明亮，我充其量就
是一只萤火虫，只要能够
照亮孩子们念好书，我就
是快乐的。”

“我的眼睛不行了，我什
么都不怕，最怕我看不见了，
不能再给孩子们上课了。”叶

连平年事已高又加上多年劳
累患上了白内障，很多人都劝
他去南京或上海做手术，但他
却不愿意，怕做了手术就看不
见了。其实，叶连平真正担心
的是，他如果不能教书了，谁
能接任他？他曾给孩子们说
过：“你们一定要认真听课，我
上一天会少一天。”

“我死了，谁来教？教
不了的不能来，教得了的不
愿来。”虽然已经有以前的
学生表示愿意接替他，但他
还是担心农村孩子们的外
语功课。

2012年，叶连平拿出 2
万多元积蓄，在社会各方的
支持下，成立了叶连平奖学
金，用于奖励优秀学生，资助
困难学生。成立至今，奖学
金已连续发放了7次，累计发
放 10万多元，奖励、资助了
132个孩子。叶连平的事迹
通过媒体报道后，吸引了很
多人的关注，大家都被他的
精神打动。

“留守儿童之家”有100多人

他是照亮孩子内心的“萤火虫”

希望更多的人投身乡村教育事业

叶连平课后关心孩子

孩子们给叶连平写的信

教室里叶连平的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