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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奶，天这么热，您从地里回来，肯定累了吧！赶紧弄点凉水洗

洗”。7月 30日下午 6点多，雨后的山谷里潮湿闷热。
蟒川镇娘庙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小院，正在院里照看先天

性脑瘫哥哥的张贺靖，看到奶奶走进来，头上搭着一条旧毛巾，赶紧

跑过来给奶奶打水。

一旁的爷爷慢慢从屋里走出来，看到勤快的孙女，笑着夸道：

“靖靖一放假，我也感觉轻松多了。”

蟒川镇娘庙村，地处浅山丘陵的老区村，曾是我市的贫困村。由

于家庭接连发生重大变故，让张贺靖一家至今仍是脱贫监测户。

张贺靖的爷爷张国去年做了心脏支架手术，现在走路都不敢太

快。说到三年来家里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

缓缓说道：“儿子和儿媳一直在浙江省丽水市打工，三年内在厂子里

接连遭遇了三次安全事故，最后一次事故发生在去年 5月 27日，造
成儿子骨盆严重骨折等多处重伤，至今仍在当地的医院住院治疗，

儿媳在医院伺候他，每个月都需要上万元的医疗费，亲戚朋友的钱

有借的有捐的”。张国告诉记者，为了挺过难关，65岁的他，在亲戚的
帮助下，还在附近的果园打零工，依靠每天 70元的收入维持家庭开
支。

俗话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在这样的家庭中逐渐长大的张

贺靖，比一般的孩子懂事许多。

“靖靖的学习，我也辅导不了，都是靠她自己努力。从小学上到

现在，一直都是班里的前三名，每次考试都能拿到奖状”。张国指着

堂屋东墙上满满的奖状说，“孩子很听话，从不乱花钱，去年开始去

镇里上六年级，别人家的孩子一星期花七八十块钱，我给她四五十

块钱，她还总是花不完。”

爸爸妈妈一直在外地打工，张贺靖从小就和爷爷奶奶一起生

活，也习惯了山沟里的日子。她说，“虽然是山区村，但学校离家很

近，我都是自己去上学，不让爷爷奶奶送我接我。”

在班主任张旭昆的眼里，张贺靖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她

很自律，平常都是主动完成老师布置的各种作业。在六年级两个班

级中，每次考试她基本都是第一、第二名。她不仅自己学习好，还主动帮助班里其他

的学生。而且喜欢劳动，很有眼色，看到教室里校园里哪里有垃圾，都会主动捡起

来。学校、班级组织活动，她也积极参加。”

让张旭昆最难忘的是，今年 6月底小学毕业前夕，张贺靖第一个给老师写了一
封感谢信，“信写得不长，但让我很感动，她在信里感谢老师一年来对她的教育和帮

助，很懂得感恩。”

品学兼优的张贺靖，家里还是脱贫监测户，这让班主任张旭昆格外关注她，“我

知道她家里条件不是太好，看到她在学校从不买零食乱花钱，而且还有点瘦弱，所

以平时总是爱问她能吃饱饭吗，她也总是笑笑说能吃饱，在学校里很好。”

从学校回到家的张贺靖，时常认真做完作业后，就会不声不响做家务。先天性

脑瘫的哥哥生活不能自理，张贺靖一有空就陪着哥哥说话，拉着他的手去门口玩

耍。

13岁的她看上去文文静静的，明显比同龄段的孩子稳重成熟。说到未来的想
法，张贺靖腼腆地说：“家里的情况我都知道，爸爸还在外地住院，妈妈也在医院陪

着爸爸，想爸爸妈妈的时候，我就和他们在微信里视频通话。爷爷奶奶身体也不好。

我现在唯一的梦想就是努力学习，将来成才了，才能为家里做点事，让这个家幸福

起来……”说到这儿，瘦弱的她再也忍不住，轻轻啜泣起来。

一边的爷爷安慰她：“好好读书，家里的事情你不用管。”

“张贺靖的情况，以前我也知道一些，但今天来到她家里以后，才知道她家里原

来遭遇了这么多变故，下一步学校也会特别在生活上照顾她”。蟒川镇一中副校长

张民选在旁边插话说。

“谢谢你们，我会好好读书的。”张贺靖擦擦泪说道。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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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中国人，汝州是我的家乡！作为一名汝州籍

华侨，我会向印尼多宣传推介家乡的经济发展现状及

营商环境，增进家乡和印尼之间各领域的交流合作，

为助力家乡经济建设发展牵线搭桥，同时尽己所能，

帮助有志向有意愿的家乡学子赴印尼总统大学留

学。”7月 24日下午，市侨联办公室里气氛融洽，一位
着装得体、气质优雅、端庄大方、笑容灿烂的女士，与

市侨联工作人员侃侃而谈，话语里满是对家乡的感恩

和祝福。

这位女士是印尼华侨，名叫韩许亚，今年 33岁，
老家在我市纸坊镇。目前，居住在印尼雅加达。此次回

来是返乡探亲，同时受市侨联邀请，座谈交流，畅叙友

情，展望未来，共谋发展。

韩许亚是印尼人力资源集团董事长、中国东盟博

览杂志社印尼分社社长，还是印中商务中心创始合伙

人、印尼总统大学中国区负责人、印尼河南商会副秘

书长、广西云·东盟国际传播联络站印尼站主任、四川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海外顾问。

刚刚三十岁出头，也没有特殊的家庭背景，韩许

亚就在印尼创立了自己的人力资源公司，事业做得风

生水起，而且还在多家社会组织担任要职，这与她自

幼敢想敢闯敢干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上学时期，韩许亚的学习成绩并非特别优秀。语

文、地理、历史，是她最喜欢的三门功课。十几岁的她

一直梦想游遍祖国的名山大川、名胜古迹，用精彩的

文字记录自己的旅程。寒暑假期间，她经常一个人背

上旅行包，到自己想去的城市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2009年高考结束，韩许亚的分数过了二本录取线，
当她选了一所自己中意的传媒大学准备报考时，一个

亲戚告诉她有个去印尼总统大学留学的机会，问她愿

不愿意去。这个机会对于天南地北跑惯了的韩许亚，自

然不会错过。最后，在平顶山市侨联的推荐和帮助下，

当年 8月，她如愿到印尼总统大学国际会计专业就读。
“印尼总统大学里是英语教学。因为自己英语听

力不行，第一次考试只考了 20多分。虽然心情很沮
丧，但身在异国他乡，只能靠自己努力赶上。”谈起多

年前刚到印尼留学时遇到的挫折，韩许亚的话语里满

是不服输的劲头。“三个月后，我的英语听力水平大幅

度提升，还掌握了印尼语，学习成绩进步很大。”

在印尼总统大学大二期间，韩许亚因为文笔优秀

在华文媒体印尼国际日报社兼职，担任采访部记者。工

作期间，她专访了上百位政商社会名流及社会杰出人

士，并参与了中国东盟峰会、APEC会议等多场大型国
际会议的现场采访报道。2011年，她还受到过温家宝总
理的亲切接见，曾被央视新闻频道、河南卫视新闻联

播、中侨网等主流媒体采访报道过。

2014年，在印尼新闻界名声斐然的韩许亚，毅然
离开了轻车熟路的媒体工作，决定进军饮食行业，自

己创业当老板。想了就要干，干就要干好。她以加工烩

面、包子、馒头、水饺等河南美食为主，创立了“小雅包

子”速冻食品品牌，将河南风味的面食带到了印度尼

西亚首都雅加达。如今，“小雅包子”速冻食品已成为

印尼华人圈餐桌上不可或缺的主食。

成功，永远都只属于善于改变自己的人。2016
年，韩许亚无偿将“小雅包子”速冻食品转让给了河南

老乡，转头成立了印尼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主要

为投资印尼的中国企业招募人才，并提供印尼人力、

法务、财税等企业管理方面的咨询工作。公司目前核

心团队 30余人，项目派遣员工上千人，公司合作服务
的中资企业达 450多家。

2017年，韩许亚又开始从事留学教育工作，主要
为中国和印尼互派留学生，旨在为两国培养更多的三

语人才（华语、英语、印尼语）。截至目前，她为印尼总

统大学已累计招募 100余名中国留学生，也为北京化
工大学、安徽合肥幼师学院、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免费招收印尼留学生来华留

学。因为留学教育工作成效显著，韩许亚曾受到了印

尼海洋与投资统筹部长卢胡特的邀请接见。

自 2021年起，韩许亚受中国东盟博览杂志社及
广西日报社委任，担任了广西驻印尼联络处代表，负

责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印度尼西亚的官方联络沟通工

作。工作期间，她完成了对印尼文化与人类社会统筹

部长穆哈吉尔、印尼海洋与投资统筹部副部长巴西利

奥、印尼旅游与创意经济部长桑迪亚加·乌诺、印尼经

济统筹部长艾尔朗卡、印尼贸易部副部长杰夫瑞等印

尼官方人员的邀约，出席中国东盟相关活动论坛及演

讲。近期，被国际展望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聘请，协助举

办巴厘岛国际展望大会相关组织工作。

树高千尺不忘根。虽然常年在外打拼，各项事业

做得风生水起，但韩许亚对家乡的感情并没有丝毫淡

漠。近年来汝州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经济发展遇到

的瓶颈，韩许亚都十分关注。市侨联一直以来对她和

家人的关怀慰问，韩许亚深感温暖并牢记于心。“中国

是印尼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在民航、科技、教育、卫生、

旅游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也在不断发展。”韩许亚表

示，无论身在何处，都会时刻牵挂祖国发展和家乡建

设，充分发挥融通中外的桥梁作用，把自己对祖国和

家乡深沉的爱，转化为感恩回报的实际行动。相信家

乡的明天会越来越好，祖国会更加繁荣昌盛。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浩然

汝州籍印尼华侨韩许亚：

拳拳赤子心 殷殷桑梓情

许 运 锋 ： 年 守 护 山 里 孩 子 的 特 岗 教 师

7月 30日上午，本是中小学校放假的日子，待在市区家中
的他，放心不下学校的假期安全，又开着车从城区出发了，“去

学校转一圈，心里才踏实。”

从市区沿 207国道行驶 15公里山区道路，车子转入县道
靳马线西线盘山公路，再行驶 10公里，穿过一座狭窄的水泥
桥，再爬上一个 60度的陡坡，就是群山环抱的大峪二中，许运
锋教书 14年的地方。
“当时报考特岗教师，已经做好了去乡村小学当教师的思

想准备；但没有想到大峪二中竟然这么偏，完全超出了我的想

象。”如今的许运锋回忆起第一天到学校报到的情景，记忆深

刻。

2009年 8月 30日，许运锋通过特岗教师考试被分配到大
峪二中任教，他自己从城区坐着城乡公交来到学校附近。“当时

河上还没有桥，我背着被子踩着河里的石头来到学校。那时候

全校不到 300名学生，老师也只有 20多名。看到学校条件这么
不好，当时心里只想着按照规定干够 3年，然后再转个条件好
一点的学校。没想到一干就是 14年，越来越喜欢上这个偏僻的
学校了。”

“作为学校引进的第一个本科学历的教师，学校对我寄予

厚望，也对我关怀备至。赵振强副校长给我安排好食宿，王振德

主任给我指导教学，范万江主任给我生活上的关心，他们的热

情感染了我，真情打动了我。特别是赵振强副校长给我谈理想，

谈教师的职业素养，他还帮助我制定自己的发展规划，经过一

段时间，我感受到了他们对于一个青年教师的无微不至的关

怀，以及对我的期望，我也安心地在这里工作了。”

年轻的许运锋一下子担任了八年级语文、七年级历史的教

学任务，同时担任八一班班主任。

一袋红薯让他决心留在山区任教

许运锋说，他永远忘不了那袋红薯。

大峪二中地处深山区，主要招收该镇西片 11个村庄的农
家子弟前来就读，而且以家庭困境学生为主。随着岁月的飞逝，

教师的年龄结构层次趋于老龄化。“初次登上讲台，内心很激

动，也有惶恐，当看到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时，我感受到这是

一群多么可爱的孩子啊！”

许运锋回忆说，直到后来他才知道，当得知学校要分配过

来第一个本科院校的老师教他们时，这群孩子激动得不得了。

“从那时开始，我就下了决心，在这里教书期间，一定要把自己

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学生身上，让他们都能学有所成。”

从此，早上他和学生一起起床，一起上操；上课时，他和学

生一起探讨问题，学习新知；下课后，他还会把一些没有完成学

习任务的学生叫到办公室单独辅导。

在 2009年的教师节，许运锋收到了自己作为老师以来的
第一件礼物———签有全班学生姓名的贺卡。“当时真的很感动，

这张贺卡我保存了很久。”

2019年当年秋天时，一名女学生因为生病，耽误了一周的
课程。为了把她耽误的课程补上，在她返校之后，许运锋利用课

外活动时间每天给她补课，让她及时把耽误的课程补了上来。

“本来以为这件事情就结束了，谁知到下周来的时候，她给我带

了一袋红薯，说是自己家里种的，家长一定要让我收下，推辞不

掉，我收下了。这件事让我感动了很久，我只是做了一名教师应

该做的事，但是学生和家长对我的感激却溢于言表。从此我明

白了，只要是我们真心的付出，就一定能换来学生的真心对待，

用爱心教育学生，收获的也一定是爱心。”

后来，在他的动员下，同样作为特岗教师的妻子也来到了

这所学校任教。让每一个山区的孩子都能通过知识改写自己的

人生，一直是许运锋不忘的初心和动力。

2012年 12月，高岭村的学生何某，过了周末之后没有按时
返校，许运锋及时和他家里取得联系，得知他因为学习成绩不

是很好，不想上学了。第二天，许运锋骑着摩托车翻山越岭去家

访。辗转赶到学生家中时，他才明白了一切。

“他家住在很偏远的山区，三间低矮的瓦房，没有院墙，看

到这些，我的内心再一次震颤了：如果不通过知识改变他的命

运，他还能靠什么改变自己的命运呢？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说

服他回去上学。”

经过半天的谈心，这名学生最终被他的诚心所感动，和他

一起重返校园。“在这之后，我召开班委会，让班里的学生在学

习上多帮助他，我也在课堂上多关注他，先找简单的问题提问

他，他回答正确的时候就表扬他，并且坚持一个月至少找他谈

一次话。”就这样，经过半个学期，这名学生的的成绩渐渐提升，

最终顺利考入市二高。

最大的成就：看着每一个学生用知识改变命运

许运锋说，他现在最大的欣慰，是能够看到他曾经教过的

每一名学生用知识改变“放羊娃”的命运。

“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山里的孩子从小放羊，别人问他

放羊干什么，他回答说放羊挣钱娶媳妇，别人又问他娶媳妇之

后干什么，他回答说生子，让孩子继续做放羊娃。每次听到这个

故事心里很不是滋味，山里的孩子太难了，必须靠知识改变他

们当放羊娃的命运。”

正是靠着这种朴实的信念，从教 14年，许运锋先后教过的
初中毕业的学生有 1000余人，这些学生有的已经读完大学参
加工作。近年来，大峪二中的教育教学质量在全市一直处于前

列。

十四载耕耘三尺讲堂，也使他从一名青年教师历练成为一

位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中年骨干教师，完成了从教师到教务主

任到副校长到学校书记到校长的人生嬗变。

改变的是职务，不变的是情系山村学生的初心。

2021年担任校长后，为了让更好的教师安心留在学校任
教，他多方协调，压缩其他开支，为教师们建设周转房，安装空

调、网络，给教师办公室、学生宿舍配备空调，给教室配备多媒

体教学设施，建设水冲式厕所，美化校园环境，逐步改善办学条

件。

而由他传承和创新的师生“规矩养成训练法”等，也成为大

峪二中的特色管理模式。

14年来，扎根山乡的许运锋，和众多老师一道用知识点亮
众多山里孩子的人生之路，让他们通过知识走出大山，拥抱五

彩的世界，又用知识改变着更多人的命运。

如今的大峪二中，在校学生将近 500名，并增设了小学五、
六年级，方便周围村庄的小学生就读。“我曾经教过的学生张

闪，大学毕业后也来到二中任教。教过的学生有的在读博士，有

的已经参加工作，经常有学生回到学校来看我。看到孩子们通

过知识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是当老师的最大的成就感。”

14年来，许运锋先后被授予“汝州市教育系统先进个人”
“汝州市最美特岗教师”“汝州市师德标兵”“平顶山市首届教书

育人楷模”“平顶山市第七届名校长”“河南省教育系统优质课”

获得者等 50余项荣誉。
“继续扎根山乡，让更多的孩子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用知识

为他们将来的人生打好基础，这将是我永远的追求。”许运锋

说。 融媒体中心记者 郭营战

许运锋暑假在学校值守

韩许亚个人照

优美的校园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