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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岁月多么艰难 她依旧绽放如兰
带着母亲上大学的任纪兰毕业后回乡村任教，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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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两次被迫停学

从山东沂源县张家坡镇陈家
沟村的农家女孩，到东里镇福禄坪
小学的人民教师，任纪兰这一路走
得有多么艰辛，很少有人知道。

因为父亲身患癌症，母亲又患
有精神疾病导致生活不能自理，任
纪兰小时候家里窘迫得不得了，只
能在亲戚朋友的帮助下勉强度日。
因家庭条件特别困难，读小学和初
中的她曾经两次被迫停学，但她最
终还是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在好心
人的帮助下读完高中。

最困难的是2013年，也就是任
纪兰高三那年，父亲癌症到了最危
险的时期，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承
受着酸楚和压力的任纪兰既要悉
心照料父母，又要下地劳动，她用
稚嫩的肩膀扛起整个家。即便到了
备考最紧张的阶段，她也没有回到
学校，只能独自在家复习。

苍天不负有心人。任纪兰很争
气，以576分的成绩被曲阜师范大
学录取。但因学费没着落，她再次
陷入忧虑之中。这时，穿着旧布鞋
和灰上衣的时任沂源县实验中学
校长李振华，用一双温暖的大手把
学费送到了女孩手中，其他社会爱
心人士也给予她很大帮助。

任纪兰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校
门。也正是从这时起，任纪兰暗下

决心：将来要成为和李振华爷爷
一样的人。

带着母亲上大学

父亲离开后，母亲的病也变
得严重，有一次连着三四天不吃
饭不喝水，谁来照顾患病母亲成
为摆在任纪兰面前的一大难题。
经过多日辗转反侧，她作出一个
大胆的决定：带着母亲上大学！

在22岁花季，当同学们正徜徉
于社团活动的时候，这个农家女孩
却不断穿梭在打印店和餐馆赚取
房租和生活费；当同龄人步履从容
走向教室的时候，她像风一样冲进
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

带母亲上学的日日夜夜，任纪

兰就这样坚持着、努力着。那段时
间，她最幸福的时光莫过于拉着母
亲的手在出租屋附近走一走。

大学毕业时，同学们大都选
择留在城市寻找工作，也鼓励任
纪兰一起留下来，以谋求更好的
就业机会，但她毅然报考了沂源
老家的乡村小学教师。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为什么不留在城市，反而一定
要回到乡村？那是因为她离开家乡
走进大学校门时暗暗许下的心愿：
将来要接李振华爷爷的班。

经教师招聘考试，任纪兰如愿
回到老家沂源，来到李振华曾经工
作过的福禄坪小学。从考场跑出

来，她一眼就看到了正在不远处微
笑看着自己的李爷爷。那一刻，她
内心所有要强都被温暖融化，泪水
再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虽然艰辛曾填满了她走过的
几千个日夜，但她的笑容依然灿
烂如花，内心依旧坚毅如初。任纪
兰不仅实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的理想，还用实际行动践行了当
初的诺言。

时间过得飞快。眨眼间，任纪
兰从教即将满五年了。

面对讲台下的学生们，任纪
兰坦言，虽然自己能带来的很有
限，但会努力给孩子们上好每一
堂课，教会他们做人的知识和道
理。希望孩子们能成长为正直、温
暖、善良、有担当的人。

以前的苦日子都过去了

过去，在照料患病父母和扛
起整个家的同时，任纪兰靠自己
的奋斗和努力被曲师大录取；等
考上大学，她又因带母亲上学成
为很多人学习的榜样。在过去近
30年里，任纪兰吃过很多同龄人
不曾吃过的苦，究竟是什么力量
支撑她走过这段艰难时光？

“爸爸妈妈是自己的，你就得
照顾他们。”任纪兰介绍，一路走
来，不管是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每一任老师都对她很好，不光教
会自己知识，还教会她为人处世，
给予她很多温暖、鼓励和感动。身
边的朋友对她和家人非常关心照
顾，种种温暖带给了她坚定前行
的力量。“曾经以为熬不过来的日
子，现在回头看看都走过来了。”

面对外界的表彰和赞誉，任
纪兰称，自己就是个普通的“90
后”，希望尽己所能做好该做的事
情，好好奋斗，不让自己后悔，努
力去实现目标和人生价值。

得知任纪兰获颁中国青年五
四奖章，记者也在第一时间联系
上了大山里的“布鞋校长”李振
华。得知任纪兰被表彰，李振华觉
得“很光荣，很自豪”。

在他曾经资助的2400个贫困
生中，任纪兰是其中之一。“上高中
时她父亲患病，我资助她只是一个
方面，社会很多爱心人都资助她，
但主要还是靠她自己。”李振华介
绍，知道别人资助她，在靠自己的
勤奋考上大学并毕业后，她也去资
助贫困生，关爱留守儿童和孤儿，
每月都拿出工资来帮助他们。“以
前的苦日子都过去了。”

文/片 记者 闫丽君

车祸瞬间他推开同学
拄着双拐开始创业

2012年11月，刚刚步入高三
的龚钰犇，搭乘同学的电动车行
驶在上学路上，一辆大货车突然
朝他们急速驶来，在这千钧一发
之际，坐在电动车后座上的他奋
力一把推开了同学，自己却被轧
在大货车车轮下。

经医生奋力抢救，他虽然保
住了生命，但右腿高位截肢，左脚
也仅剩3根完整脚趾。

7个月后，躺在病床上的龚钰犇
忍着剧痛，毅然决然要求参加高考，
后被家人用轮椅抬进考场，完成高
考，并如愿考上山东工商学院。

11个月之后，他又坐着轮椅
进入大学，遇到了负责学生创业
教育工作的周金刚老师。在周老
师的鼓励和指导下，他手拄双拐
突破一个又一个身体极限，克服
种种困难，下决心通过创业自食
其力。为了不给家庭和社会添负
担，他先后创立了大犇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和“大犇心选”电商平
台，通过在农民和消费者间搭建
直通桥梁，遴选各类特色安全农
产品进行网销。

今年，对龚钰犇来说要格外忙
碌，作为一名党员，他多次申请到
核酸检测一线当志愿者。“抽空就
赶紧过去，能做一点是一点。”他
说，而且他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
考虑所售产品的安全性。

“我们一定要保证销售的产

品物美价廉，我们现在有500个选
品官在选品，本着你有我优，你优
我廉的原则，严把质量安全关。”
龚钰犇说，“好的产品会说话，像
前两天一款产品开团1个小时就
成了爆款。”

“疫情当前，我们得花比以往
多两倍的精力来处理每份订单，
上个月平台还在亏损，”尽管这
样，龚钰犇说，“没有比让老百姓
吃到健康安全的农产品更让人开
心的事了。”

以深度陪伴方式
帮扶12名孤独症孩童

除了销售良心产品外，能让
龚钰犇开心的，还有另一件事，那
就是看到自己帮扶的孩子身体在
一点点好转。

那是2019年的一天，一个身
高1 . 8米的大个男孩在大庭广众

下突然抢走龚钰犇的拐杖，还模
仿着他的动作，这一下刺中了他
内心那根最柔软的神经，却也同
时为他打开了另一番人生境遇。

经过多方了解，他知道了这
是一个来自星星的孩子——— 患有
孤独症。“我太能了解家有这样孩
子的父母有多痛苦了，我要帮助
他们。”坚定了想法后，2020年，龚
钰犇在烟台市大学生创业园、山
东工商学院等多方帮助下，以公
益创业的形式发起了“蓝色计
划”，专注于6岁以下孤独症儿童
公益康复活动，并在2021年注册
成立了NGO组织———“烟台高新
区大犇公益发展中心”。

后在解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
和滨州医学院烟台附院专家的指
导下，龚钰犇团队创新提出了营养
干预+中医理疗+育儿指导整合的
解决方案，以深度陪伴的方式日复
一日地帮助这些孩子。

小海（化名）就是龚钰犇一直
帮扶的孤独症孩童之一，从2020
年刚接触时的不说话、不睡觉，到
现在能一觉睡到天亮，还能说出
七个字以上的句子。孩子的姥姥
专程从郊区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
送来亲手煮的玉米以示感谢；巴
特尔（化名）则是从内蒙古大老远
找过来的，疫情期间，龚钰犇他们
只能通过网络给予孩子一些指
导，好在双方配合顺畅，不到一年
时间，巴特尔从被医生诊断为
ASD倾向，到现在诊断结果变为
发育迟缓。“发育迟缓意味着就摘
帽了，不是孤独症了。”说这话时，
龚钰犇两眼放光。

从2020年至今，龚钰犇团队
已无偿帮助了12个孩子，累计投
入50余万元，每个孩子都有明显
改善。他说，没有什么能比孩子们
身体和精神状态大有起色来得更
开心、更珍贵了。

关注我能做什么
而不是失去了什么

从18岁到28岁，龚钰犇单腿奔
走，一边创业，一边帮扶孤独症孩
童，10年间完成了两件看似不可能
完成的事。对此，他却说：“我只不过
是兼顾了眼前的生活和诗与远方。”

“我来自台儿庄，从小接受的
是红色文化，车轮虽碾碎了我的
正常生活，但残缺的躯体也让我
变得异常强大。”龚钰犇说，“这股
力量来自家人，也来源于社会的
鼓励和帮扶。”

18岁那年车祸发生后，他舍
己救人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强
热反响。北京走进崇高研究院最
先看到了龚钰犇的事迹，并称赞
他为“崇高青年，学习楷模”。此后，
龚钰犇又获评“山东十大好人”

“山东省第四届道德模范”等荣誉
称号，如今又被中宣部、人社部评
为“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从
躺在病床上，到成立公益中心，10
年来，一路上都有社会好心人给
他帮扶、指导。在他绝望的时候，
是社会各界通过各种方式为他加
油，给他温暖、勇气和力量。

“我想让人们提起我，第一反
应是我有多大的价值。我关注的
是我有什么、能做什么，而不是我
失去了什么。”龚钰犇说。

当几千个日夜被艰辛填满，你还能够保持灿烂笑容和坚毅如初的内心吗？山东沂源的乡村教师任纪
兰用她的实际行动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5月3日，第26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结果揭晓，任纪兰榜上有名。从当初的苦孩子到如今的孩子王，她为
什么能获得如此高的荣誉？记者在任纪兰获奖后对她进行了采访，听她讲述那些并不太愿意讲的艰辛往事。

手中虽然拄着拐杖 心里想着诗与远方
办起电商平台并帮助12名孤独症孩童，残疾青年龚钰犇获“最美基层高校毕业生”称号

18岁，他因见义勇为导致
右腿高位截肢；19岁还在病床
上的他，忍痛参加高考并被山
东工商学院录取；20岁开始创
业自食其力；25岁关注并帮扶
起孤独症孩童；27岁成立大犇
公益发展中心……如今，28岁
的他刚从北京领回由中宣部、
人社部授予的“最美基层高校
毕业生”的荣誉证书，他就是烟
台青年龚钰犇。面对记者采访，
他浑身散发着这个年纪少有的
一份刚毅和倔强。

龚钰犇展示其电商平台所

售的产品。

在沂源县东里镇福禄坪小学，任纪兰（左）陪伴自己的学生吃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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