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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暑期班，一办就是15年
八旬退休中学校长爱心奉献乡村，要把造福孩子的事继续办下去

江敦
仁老人在
暑期辅导
班给孩子
做讲解。

□文/半岛记者 徐杰 图/受访者提供

84岁的江敦仁是即墨一所乡村中
学的退休校长，谈起他，村里人都竖大拇
指。27日，记者采访了解到，老人 15年
来坚持在村里办免费暑期辅导班，已
培养近千名学生。随着老人年纪越来
越大，大学生等知识群体接过了他手
中的“接力棒”，周边村庄也纷纷效仿
开班……这些村级免费辅导班已成为
社会各界共同奉献爱心搭建的农村儿
童成长平台。看到一批又一批孩子的
成长，江敦仁老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做
了件正确的事，“造福孩子们的事要多
办、坚持办，这个暑期辅导班我们会一
直办下去。”江敦仁说。

■缘起
退休校长办起免费暑期班

今年已经84岁高龄的江敦仁耳背
得挺厉害，27日记者与老人交流时，他
79岁的老伴赵淑贞充当“翻译”。老人家
住即墨区龙山街道西程哥庄村，1996年
退休，退休前是当地一所中学的校长。
“退休在家几年后，愈发感觉闲不住，想
着得为村里面做点什么才行。”江敦仁
说，抱着这样的初衷，他联想到暑假期间
无人看管的孩子容易发生溺水等危险，
就产生了要办暑期辅导班的想法，“我做
了一辈子的教育工作，决定把肚子里面
的知识义务传下去，也替忙碌的家长照
顾一下孩子！”江敦仁说。
之后，在全家人一起吃饭时，江敦

仁老人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让他
意外的是，他的想法得到了老伴和儿
女的一致支持。“他大半生的时间都跟
孩子们在一块，退休了，家里人也怕他
闲下来会不适应。重新回到孩子当中，
既能发挥余热，心情又好，家里都支
持。”赵淑贞老太回忆，此后一段时间
里，江敦仁每天都忙个不停，联系上课
场地、通知适龄孩子家长、备课……仿
佛又回到了退休前，尽管身体有些劳累，
但精神状态昂扬。
记者了解到，作为村里“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的成员，江敦仁老人的想
法得到村委的大力支持，2005年暑假，
江敦仁老人的免费暑期辅导班在村委文
化大院的一间教室里正式开班，首期辅
导班接收了村子里120名小学生。“俺爷
爷在村里威望很高，又是老教师，听说他
要办免费辅导班，大家都很放心，带着孩
子就来报名了。”江敦仁的孙子江家荣
说。

■坚持
15年，让千名农村娃受益

在辅导班课程中，江敦仁老人除了
辅导孩子功课外，还教授大家写字、画
画，并经常带领孩子们开展丰富多彩的
素质拓展户外活动。比如，带着孩子们参
观古城、烈士陵园，对学生进行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教育，进行防溺水安全教
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等。还请来当地的老
人给孩子们讲述龙山非物质文化遗产，

让辅导班的孩子们成为了龙山文化的守
护人。
孩子们暑期生活的充实以及成长变

化，家长们都看在了眼里，他们支持暑期
辅导班的态度更坚定了。于是，江敦仁老
人的免费暑期辅导班，就一年一年延续
了下来。“最开始的时候，辅导班教室条
件简陋一些，课桌椅、图书、教具不太全，
后来村里专门增加了几间教室，重新粉
刷装修，增添了新桌椅和图书等，辅导班
越来越有样子了，现在每年暑假都有七
八十名学生参加。”西程哥庄村村民江崇
敏告诉记者，粗略算下来，这15年来，江
敦仁老人开办的免费暑期辅导班已培养
了千名左右的农村孩子。
可是对于一位年迈的老人来说，每

年夏天坚持辅导近百名孩子，并不是一
件轻松的事。2016年，江敦仁的体力和
精力都不比从前，耳背的情况也越来越
明显，一种隐忧袭上心头，“我岁数大了，
等哪天走不动了、教不动了，谁来接班辅
导这些孩子们？”老人说，从那时起，他每
天都在为村里这些孩子未来的成长考
虑，开始寻找暑期辅导班的“接班人”，而
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些从辅导班成长起
来的孩子。
“上过最早那几年辅导班的学生
现在已经上大学了，他们对外界新鲜
事物了解多、眼界更开阔，暑假也会回
来，我就试着联系他们。”老人笑着说，
他的随口一问收获了积极响应，他们
热情地答应做志愿教师，这让江敦仁
心里的一块大石落了地。此外，老人还
联系了村里其他一些在职教师、退休
教师和文化志愿者，补充到志愿教师的
队伍中来。

■传承
大学生接力，让爱心延续

于是，从2017年暑假辅导班开始，
课堂里出现了好几位新的志愿教师的身
影，江巧君就是其中一位。在山东女子学
院读大三的她，小时候就是在江敦仁老
人的暑期辅导班中成长起来的。在接到
老人的“求助”后，暑假在江巧君心里的
分量陡然增加，“放假前我就利用课余时
间备课，准备得尽可能完善一点，不让老
人失望。”江巧君说，她已经连续两年陪
伴村里的孩子们度过暑假。在她看来，与
外出旅游相比，跟孩子们在一起更有意
义，“我从小就在老人的辅导班上课，学
到了很多知识，也明白了不少做人的道
理，现在能接过老人爱心奉献的‘接力
棒’感到开心和自豪。”江巧君说。
江巧君告诉记者，西程哥庄村的

村级暑期辅导班接收小学一到五年级
的孩子，今年夏天有 70多名孩子上
课，共有 8名志愿教师授课。“因为考
虑到志愿教师也要利用暑假休息调
整，所以辅导班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选
择中间的五个星期开办。”江巧君介
绍，这种比较灵活的时间安排，不会给
志愿教师带来较大的压力。
“现在我年纪大了，文化课也跟不上
教育形势了，虽然不讲课了但每天都去
辅导班，和志愿者老师交流一下，看看他
们上课的速度和质量，确保每个孩子都
能听得懂、跟得上。”江敦仁说，他希望有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到辅导班志愿教
师行列，为更多农村娃带来更好、更高质
量的教育，让知识的力量给农村孩子的

成长插上翅膀。

■影响
暑期班在多个村庄蓬勃发展

老人的这一愿望正在逐步实现。记
者了解到，江敦仁老人开设暑期免费辅
导班的故事在当地成了佳话，在周边村
庄带动了一大批成长起来的孩子爱心接
棒。比如，在距离西程哥庄村不远的前东
葛村，大学生刘毓琪今年夏天召集了同
班的8名同学，一起到村里开展志愿教
学，“我打算让我们学院和村庄建立长期
联系，每年都让学弟学妹们来当志愿者
老师，让江敦仁老人的奉献精神得以传
承。”刘毓琪说。
与此同时，缘起于江敦仁老人的爱

心奉献和示范，暑期免费辅导班已在龙
山街道多个村庄蓬勃发展，各村庄还在
管理方式、教学方式等方面互相学习，当
地优秀人才不断充实着志愿教师队伍，
还有爱心企业给辅导班的孩子们送去书
包文具等。在江敦仁老人看来，这些村级
的免费辅导班已不再只是一个单纯“寄
存”孩子的地方，而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奉
献爱心、合力搭建的农村儿童成长平台。
谈及这十几年来开办免费暑期辅导

班的感受，江敦仁老人沉默了一会，他
说，看到各村庄纷纷效仿办辅导班，看到
孩子们成长了一批又一批，看到孩子家
长对自己的尊重和感谢……他越来越觉
得自己做了件正确的事。“我虽然年纪大
了，但是有了更多的接班人。造福孩子们
的事要多办、坚持办，这个暑期辅导班我
们会一直办下去。”江敦仁说。

今年 5月底，本报联合阿里巴巴
天天正能量启动2019年度“最美家乡
人”评选活动，本届评选主题为“一个
动人的故事，就是一段美丽的乡愁”，
寻找和讲述体现本地人心之美、人情
之真的动人故事。在亲情、爱情、友情，

在夫妻情、子女情、邻里情、师生情、同
学情、兄弟情、陌生人之间的情谊中，
寻找让人留恋、让人感动的情分。
如果你身边饱含人情味儿的凡人

善举和暖心故事，可以拨打本报公益
专线0532-80889319推荐。征集结束

后，将对所有候选案例公开评选，获得
票数最多的10个案例，授予地区十大
“最美家乡人”称号，并获得正能量奖
金2000元。并从中推荐2人（组）参与
全国评选。最终当选全国十大“最美家
乡人”，将获得奖金10000元。

“最美家乡人”等你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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