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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最美合肥人”、2012年“中国好

人”、2012年安徽省“江淮好老师”、“寻找最

美乡村教师”……集这所有荣誉于一身的人

叫陈万霞，她是肥东县陈集镇阳光小学校

长。对乡村留守儿童六年如一日的付出，陈

万霞的事迹经媒体连续报道后成为家喻户

晓的“名人”，她也因此收获了各种各样的荣

誉。昨天下午，她从北京领回了“寻找最美

乡村教师”的荣誉证书，她在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言语间透露出成名后的“感恩与困

惑”。

之恩：
“我一直心存感恩之心”

8月 31日中午，就在各校都忙着开学

的时候，陈万霞不得不赶往北京领奖，她此

次获得的是由中央电视台和光明日报社联

合授予的“寻找最美乡村教师”荣誉，此次获

奖的共有10人，陈万霞是第一个获此殊荣

的安徽教师。

“现在我们学校终于有自己的大楼了，

电脑等现代化教学设备也都齐全了。”陈万

霞说，仅今年暑假学校就同时开展了10项

工程，投入了200万元，目前除了综合楼工

程没有完成，其他九项工程均已经完成了。

学校硬件条件改善了，陈万霞说她一直心存

感恩之心，“如果没有社会各界的帮助，自己

学校的孩子可能还在破旧的校舍内上学

呢！”

战友牺牲前的托付

昨日，在芜湖市赭山街道荷塘社区，记

者见到了庄燕劳老人，85岁高龄的他，看上

去面色红润，精神很好。

抗美援朝期间，他和黄鹤（原名黄耀刚）

是战友，两人关系亲密，1951年4月一道去

了朝鲜。1952年9月下旬，在一次战斗后，

部队奉命前往后方休整。

在转移中，黄鹤担心自己会牺牲在朝鲜

的战场上。在一次与庄燕劳的对话中，黄鹤

与他开了一个玩笑：“兄弟，你已经结婚生

子，可我还没有成家。假如我牺牲了，你一

定要代我生一个儿子，让他长大后能为我父

母养老送终，不然我不安心！”对于战友的请

求，庄燕劳给予应允。谁想次日，黄鹤遭敌

人突袭牺牲。看着战友血肉模糊的躯体，庄

燕劳暗下决定：一定要完成战友的心愿。

记住，你是黄家的后代

2年后，庄燕劳跟随部队回国，第二年，

当妻子来部队探望时，他便提及战友临终前

一天的嘱托，“我想让他在九泉之下心安，希

望你能共同帮助完成这个嘱托。”

庄燕劳的妻子虽是通情达理之人，但她却

有自己的顾虑：家中已育有两个儿子，并不打

算要孩子了，而且如果再生的是个女孩该怎么

办呢？

一番商量后，夫妻俩约定：如是男孩就送给黄

家，如是女孩就留着。

2年后，一名健康男婴顺利出生，夫妻俩十分高

兴。庄燕劳为他取名黄子刚，又名黄松，希望其像

黄山松一样坚韧挺拔。黄松1岁多时，庄燕劳妻子

已用母乳将他喂养得白白胖胖的，她亲自将黄松送

到位于黄山市的黄家。

黄鹤母亲失去儿子后，得知有一个孙子，十分

高兴。考虑到战友黄鹤是家中长子，庄燕劳不仅将

亲儿送与黄家，还主动“顶缺”，将黄家父母视为亲

生父母对待。

待黄松成家生子后，庄燕劳要求儿子，让孩子继

续姓“黄”，“记住，你是黄家的后代。”

独居多年老人称不后悔

转眼已过去近60年。每每谈及

此事时，庄燕劳总是要说：“将他送出

去我不后悔，但我常常感到对不起这

个孩子。”在黄松之前，庄燕劳老人的

两个儿子，一个是大学教师，另一个是

军队转业干部，生活条件尚可。与这

些兄弟相比，黄松境况要差一些，至今

在海船上打工，生活很是辛苦。

如今的庄燕劳老人在独居多年

后，因生活起居有些不便，进入社会养

老机构居住，已无法独自前往外地与

儿子黄松见面。

昨日，老人告诉记者，当年的很多

战友都长眠于他乡，从1952年起，他

就将7位牺牲战友的照片保留着，每

年都会祭奠他们。

“最美教师”陈万霞的感恩与困惑

你走的急，我的娃替你尽孝
因为60年前的一句诺言，他将自己的骨肉送到牺牲战友的父母身边

60年前，战友牺牲前一个看
似玩笑的请求，让他当真并默默
记在心中；当战友牺牲后，他毅然
将亲生儿子送到战友父母身边，
替战友照顾父母。如今，半个多
世纪过去了，庄燕劳老人诚实守
信的故事，在芜湖、黄山两地传为
佳话，日前，他被评为“中国好
人”。 叶勇 记者 张火旺

星级记者 桑红青/文 倪路/图

之累：
“我妈妈比以前忙多了，
她太累了！”

8月 31日陈万霞到北京领奖时

正值她的学校开学，学校里的事情“千

头万绪”。陈万霞昨天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自己走的时候非常不放心，在北

京的几天时间里，自己的电话响个不

停。她说，自己一个暑假没有休息一

天，因为学校暑假在搞建设，每天都起

早贪黑地忙。

“我妈妈比以前忙多了，我每天

也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能见到她，我

妈妈太累了！”昨天，陈万霞的女儿钟

韬玉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她对母亲最

直观的感受就是忙。钟韬玉说：“以前

的寒暑假，我妈妈还可以在家休息一

段时间，但现在忙得几乎是见不到人

了。”钟韬玉说，自己和哥哥今年都同

时考上大学了，本来她妈妈说带他们

出去旅游一次的，但眼看都开学了，还

是没有排上“档期”。

据钟韬玉透露，她妈妈的事迹被

报道后，从今年春节到现在，记者采

访、企业捐赠、领导慰问成了她妈妈每

天必须面对的事情。钟韬玉说，自己

一家子都住在学校，几乎每天都有记

者到学校联系采访事宜，这些事情占

用了她妈妈大量时间。

之困：
办学资金管理“很头疼”

除了感恩，记者昨天在采访陈万霞

时，她也透露出自己的“困惑”。陈万霞说，

现在社会上给学校捐款、捐物，社会上肯定

也会有其他的“杂音”，毕竟自己办的是一

所民办学校，资金的管理和使用问题一直

困扰着自己。“我是希望把每一分钱都用在

孩子身上，但这肯定要有个过程，所以现在

压力很大。”如何使用来自社会的善款？收

到各界捐赠的物品如何使用才合理？……

这一系列的问题都让陈万霞感到“困惑”。

除了资金管理的困惑，陈万霞还有另

外一个困惑。陈万霞说，由于自己的事迹

被媒体报道后，自己的名气大了，但来自全

国各地的“求助”也多了，各种特殊的“家

长”都想把孩子送到陈万霞的学校。“有的

是孤儿，有的是父母遗弃的儿童。”陈万霞

说，自己学校的孩子95%都是留守儿童，在

310多个孩子当中，有40多个孩子来自单

亲家庭，但这些孩子多数都是附近的孩子，

如果省内外的孩子都汇聚一起，将来他们

毕业了怎么办，谁来负责他们上初中、高

中、大学？这其中不乏确实有困难的孩子，

但也不排除有其他意图的“家长”，在“收”

与“拒”之间也让陈万霞很困惑。

“因为事情太多，我的课今年也停了，

这让自己很舍不得。”陈万霞说，自己过去

一直代课，语文、数学等学科都是自己教，

但因为社会事务性的事情增多，今年暑假

教务主任找到她，说怕影响孩子教学进度，

从秋学期开始不让陈万霞代课了。 领奖归来的陈万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