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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春天，王雪家迎来
了一个特殊的小客人——来自
柬埔寨的9岁法籍男孩林业富。

作为中国—东盟友好家庭
交流活动的一员，她把中原文
化“搬”进自己家：爷爷端上河南
烩面，奶奶教做中药香囊，姥爷
演绎书法之美，姥姥展示豫剧
唱腔，女儿以毛笔绘制牡丹国
色，儿子以街舞彰显文化自信。

当林业富第一次用毛笔歪
歪扭扭写下“中柬友谊”时，全家
人都竖起大拇指说：“中，真中！”

临别前，林业富问王雪的
女儿：“为什么你们家每个人都
这么开心？”王雪女儿回答：“因
为我们心里始终都装着他人。”
这个回答让王雪感慨万千，文
明交流从来不是宏大的叙事，
而是这样心与心的对话。

作为河南省高校青年宣讲
名师、河南省巾帼宣讲员、郑州
市新时代宣讲师、郑州市弘扬
教育家精神宣讲团成员，王雪

数次走进企业、社区、高校、中
小学宣讲她的故事。

今年春节，王雪作为荣获全
国巾帼志愿服务十大感动人物
的河南代表，在二七塔前为全国
人民送祝福；作为省市最美家庭
代表，和孩子一起为全国人民介
绍河南美食……5月23日，全国
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
召开，王雪家庭光荣上榜“第三
届全国文明家庭”，她作为代表
进京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
彰大会并接受现场颁奖。她的
家庭事迹也先后被新华社、中央
文明网等媒体宣传报道。

王雪家庭没有惊天动地的
壮举，但他们却用优良的家风，
传递着人间温暖；用最朴素的
实际行动，践行着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用丝丝缕缕文明新
风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社
会文明力量。
本报记者 王军方/文
受访者供图

2019年，王雪发起了“郑
师乡村课堂”关爱未成年人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首次尝
试“志愿服务+思政教育+教学
实践”三者结合的教学模式，通
过选派优秀的师范生开展支
教，助力乡村学校的基础教育，
关爱乡村的孩子快乐成长，让
师范生不但在实践中磨炼了本
领，还成就了他们的职业梦想，
真正实现了高校和乡村学校的

“双向奔赴、双向受益”。
在2023年12月5日“国际

志愿者日”和2025年5月29日
“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
王雪专门组织乡村孩子参加

“逐 梦 青 春 筑 梦 启 航——
郑州师院研学特别活动”。孩
子们第一次走进大学校园，第
一次在体育场馆赢得属于自
己的奖牌，第一次品尝大学餐
厅的各种美食，第一次近距离

观看师院残疾人艺术团表演，
第一次穿上学士服走进大学
图书馆、第一次在教授指导下
做科普实验、第一次走进“童
声里的中国”登上专业舞台歌
唱……丰富多彩的研学体验
活动，把孩子们的眼睛装点得
五彩斑斓，把孩子们的梦想带
入一个全新的世界。活动结
束后，孩子们在留言板上写
道：“研学活动真让我难忘，我
一定要好好学习。”“希望我将
来能考上大学，像大哥哥大姐
姐一样优秀。”

让王雪感动的还有“支
教八姐妹”的故事，同一宿舍
的 8 名女大学生一起报名支
教并主动提出延长支教时
间。支教结束时，她们被孩
子们团团抱住，志愿者梦华
后来在日记里写道：“那天的
星星特别亮，因为每一滴眼

泪都在发光。”
王雪回忆，其实每次支教

结束时，志愿者对她说的最多
的话是：“老师，特别感谢您提
供的支教机会，让我们感受到
当老师的艰辛和快乐。”这些
朴实的话语，见证了大学生在
支教中找到的“下得去、教得
好、留得住”的职业信仰和他
们即将奔赴教师岗位的决心。

7年来，“郑师乡村课堂”
项目已服务 1181 所乡村学
校，惠及 18万名乡村孩子，为
推动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助力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2022年9月，该项
目荣获河南省新时代文明实
践 志 愿 服 务 项 目 一 等 奖 。
2024年 11月，该项目在全国
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工作推
进会上作为典型案例进行介
绍和推广。

服务社会“郑师乡村课堂”，扎根乡土育新苗

王雪家庭：

三代人忙公益，优良家风传递真情温暖
王雪家庭，从家风家教的公益行动，

发展到八口之家的志愿服务。王雪越来
越深切地体会到，家风文明传承，既在“济
困扶危”的寻常日子里，更在“兼济天下”
的胸怀担当中。

去年，王雪的父母去北
京故宫旅游，帮助一个走丢
的孩子找到了妈妈。

在王雪记忆中，她父亲在
工作之余，几十年来坚持给别
人义务理发、写春联。

亲情传承，爱心传承，家
风传承，父母的公益之举，潜
移默化地传递给了王雪家的
每个成员。

“如果说家庭是温暖的
港湾，志愿服务就是我们驶
向社会的船帆。”王雪说。作
为郑州师范学院教师，她始
终认为志愿服务是用一盏灯
点亮另一盏灯，用一颗心温
暖千万颗心。

2014 年，王雪担任郑州
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团总支副

书记，既要当好专业老师，又
要做好共青团工作。这让她
面临着新的挑战，也促使她开
始探索与创新教育教学新模
式。就在此时，她开启了人生
的第一个志愿服务品牌——

“樱桃四季红”帮扶农民手工
创业类培训项目，为建设“美
丽乡村”提供特色化结对帮
扶，解决农村妇女在家门口就
业创业的难题。 2014 年至
2016 年，她开展培训和调研
活动100余期。

最初，王雪带着大学生
志愿者去樱桃沟开展暑期三
下乡活动，在给小学生上课
进行家庭走访时发现，村民
会做一些装樱桃的小筐，但
款式较为单一，技术上也有

很大进步空间。于是，王雪
利用专业知识，传授村民手
工技巧和色彩搭配，并面向
村民义务开展扎染培训。每
年樱桃节来临之际，村民们
不但可以出售樱桃，还可以
出售自己手工扎染的 T恤和
丝巾，无形中帮助了农村妇
女拓宽创业路。

“当时，村民们积极性很
高，有时一次 20多人来学习，
有时四五十人来学习。”王雪
回忆道。

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
半，经过 3年探索，从 2018年
起，王雪又先后策划了“最熟
悉的陌生人”“逐梦青春 益路
相伴”等多个项目，并取得了
良好的社会效益。

家风传承 以志愿为帆，渡万千心河

王雪一家和柬埔寨小客人林业富合影
樱桃沟里的扎染培训樱桃沟里的扎染培训

患难与共 危机时刻彰显情感温度

前几年，河南曾突发大暴
雨，外省满载捐赠物资的车辆
从四面八方驶入郑州，郑州师
范学院电商基地是其中一个转
运点，王雪作为组织者之一，第
一时间号召学校学雷锋志愿服
务大队的志愿者加入卸货队
伍，一干就是10多天。

她给参加活动的每位师生
发放郑师红马甲，给社会上的
志愿者发放“绿城使者”红马
甲。活动第二天，红马甲就发
放了 300多个。此举不但方便
对现场志愿者进行规范管理，
还传递了社会正能量。

“无论男女老少，穿上红马
甲都很高兴。”王雪说，她的父

母、孩子也自告奋勇，参与了志
愿者活动。疫情期间，她和丈
夫录制短视频，讲解抗疫志愿者
服务规范流程，在人民日报新媒
体平台“人民号”进行推广，助力
数千名志愿者安全上岗；他们还
一起参与“豫沪携手 同心抗疫”
物资捐赠和转运志愿服务……

2013年，一名学生身患急
性白血病住进肿瘤医院。王雪
第一时间组织师生、亲朋好友，
一起捐款、献血、配型。在病床
前，她和 50多名大学生通过电
话的形式，一人一句祝福，鼓励
患病学生勇敢面对人生。直到
现在，那名学生的父母还时常给
王雪老师发祝福短信表达感谢。

文化传情 与外国家庭结下“国际友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