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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罗石芊

凉山州宁南县报道
受访者供图

6月23日晚，当648这个数字出现在
屏幕上时，凉山州宁南县宁南中学高三
毕业生张晨玥心中的大石头总算落了
地。远在100多公里外的金阳县，她的
同学杨发宏也查到了高考成绩：598分。

宁南，是一座坐落在大凉山东南部、
与云南省巧家县隔水相望的小县城。

在这个连接川滇的小城里，于外界，
大国重器白鹤滩水电站吸引着世人的目
光；于凉山，因为高考升学率连续9年名
列前茅，各地的莘莘学子和它双向奔赴，
大凉山的家长和孩子们，期待在这里跋
涉出一条“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通路。

今年，这座常住人口不到20万的小
城本科硬上线率超过70%。8月9日，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来到宁南县，走
进这座小县城的高考故事。

来宁南，他们共同的选择

“送出去读书还是留下来读书？”这
或许是不少县城家长长期反复斟酌的选
择题。而在宁南县，绝大多数当地家长
并不会为此感到纠结，在他们心里，宁南
的学校就像“托管所”，把孩子送进去就
很放心了。

或许没有比当地教师更了解当地教
育的人，作为宁南县当地的教师，张晨玥
的父母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过把自己的孩
子送到其他城市去上学，张晨玥也从来
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我身边少有同学到外地去读书，因
为我们都听说宁南中学升学率很高，老
师也很优秀。”张晨玥说，中考报志愿的
时候，她只填了宁南中学。

马怡婕也选择了留在本地。由于中
考失利，她并没有考上宁南中学，而是选
择在宁南县职业技术学校追寻大学梦。

杨发宏则是选择“迁徙”到宁南的典
型。家在金阳县的他从小成绩就很好，
父母为了培育这棵好苗子，便“狠心”将
他送到宁南县。杨发宏当时并未意识到
这个选择可能会改变他的一生，但他似
乎也能理解，来到宁南他可以接受更好
的教育。

初来宁南，杨发宏便感到不适，同样
都是才升入初中的同学，当地同学的学
习基础要比杨发宏扎实很多，“别人在复
习的时候，我才学第一遍”，为了尽快赶
上同学们的进度，杨发宏抓紧课余时间

找老师和同学给自己“加课”。看到成绩
一天天提高，杨发宏觉得“来得很值”。

调整心态，为圆大学梦

进入高中，生活总是充满问题和挑
战，无论是张晨玥、杨发宏还是马怡婕，
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下，学业、生活的困难
总是会围绕着他们。

对张晨玥而言，物理是她难以翻过
的“大山”。结合几次考试来看，从70多
分到100多分，她的物理成绩就像坐过
山车一样起起伏伏。而在今年4月的一
次模拟考中，张晨玥的物理再一次考砸
了，“心态有点崩。”下降的成绩、临近的
高考，让这个一向淡定稳重的小姑娘开
始有点慌了。

似乎是看到了张晨玥的担忧，理综
三科的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开启了“一
对一”的解决模式。在老师的指引下，张
晨玥逐渐调整好心态，从错题开始逐题
分析、解决，很快，她的成绩有了不小的
提升。

对自嘲“记忆力不好”的杨发宏来
说，把公式、方法记混、用错是他最大的
瓶颈，怎么办？在老师的点拨下，杨发宏
将一条条公式梳理清晰，并结合不同的
题型进行操练，在不断的刷题过程中，杨
发宏开始能熟练运用各个知识点，成绩
也有了明显的进步。

除了老师的指引和自己的努力，父
母的支持在孩子们克服困难的道路上也
显得格外重要。自张晨玥进入高中阶段
开始，她的父母便再没有了“双休”；即使
家庭条件艰苦，但杨发宏的父母从来都
是竭尽所能支持他的学习；而马怡婕的
母亲，更是力排众议，将孩子送进了大
学。

第一次高考失利后，马怡婕的分数
只够上一个专科学校，但看到家里的哥
哥姐姐都考上了重点本科，马怡婕心里

也有一个大学梦。
在与父母促膝长谈后，父亲留下的

一句“再考不上你就去打工吧”，差点让
马怡婕失去了信心，而母亲却坚定地站
在了女儿这边，“只要你想读，我一定竭
尽全力。”带着母亲的期望和关心，马怡
婕在今年高考中以536分的成绩考上了
四川旅游学院，实现了大学梦。

我们不完全是“小镇做题家”

或许你很难想象，一座常住人口不
到20万的小县城，高考升学率已经连续
9年在凉山州位列前茅，今年本科硬上
线率超过七成。严格的教学制度、勤奋
的教师和学生，通过高考，宁南走出了一
批又一批大学生。但即使这样，张晨玥
和杨发宏还是斩钉截铁地告诉记者：“我
们不完全是‘小镇做题家’。”

“从字面意思来讲，我确实是通过做
题走出了大山。”但在紧张的学习生活
中，张晨玥也有着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
游泳、长跑、钢琴……张晨玥一个也没有
落下，她还计划上了大学后通过钢琴8
级考试。杨发宏也在学习中不断找寻着
自己的特长，他清楚地记得，高二的运动
会上，他把铅球投到了7米开外，力克众
多选手获得全校第二名，不仅如此，洗
衣、做饭、干农活，杨发宏也是家里日常
生活的小能手。

在宁南中学的展示墙上，有一张以
激情五部曲为主题的海报，里面记录了
宁南中学学生的各种课外生活。“回家
孝敬爸妈主题活动、师生文化节、文艺
汇演、30华里远足……”据宁南县教育
体育和科学技术局局长、宁南中学校长
王超介绍，平均每个月宁南中学就会开
展一项大型课外活动，每天孩子们都
会准时收看《新闻联播》了解时事，目
的就是不让孩子们成为只会做题的“读
书机器”。

王超还记得在一次活动时，学校奖
励了上一本线的学生一根猪蹄、上本科
线的孩子一块猪肉，没有上本科线的孩
子也有两盒爆米花。而在之后的回访
中，王超了解到，没有一个学生把肉送给
别人或者自己偷偷吃掉，而是都带回家
交给了父母。对此，他感到非常欣慰，

“这说明每个孩子不仅知识教育跟上了，
心理教育也跟上了。”

县城新风尚：教师最香，家长拼娃

不断提高的升学率，不断增加的考
生，宁南中学以较为优异的成绩向社会
交出了一张漂亮的答卷。优质的教育，
给这座小城带来了什么？

在宁南中学高2022届年级部长杨
艳平看来，教育给宁南县带来了一种新
的“竞争”：家长们开始互相“攀比”起了
孩子们的学习。“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在
宁南中学工作的8年间，杨艳平看到了
从学生到家长乃至整个县城对教育的重
视。越来越多的孩子不会因为贫穷而远
离学校，越来越多的家长开始主动关心
孩子的教育。

而针对当前大多数县中出现的师资
流失问题，王超显得并不担心。全民的
重视、待遇的提高、社会的尊重，让宁南
县的教师成了一个香饽饽职业，不少宁
南县走出去的大学生也愿意回到家乡从
事教育行业。今年，宁南县招聘了130
名新教师，本地的大学生占了一半以上。

此外，不断提高的教育质量也为当
地老百姓降低了一部分送子女求学的成
本。学生在本地就读，避免了家长工作
中的“潮汐现象”。而教育吸附力的增
强，也吸引了更多外来学生和家庭，促进
了宁南县的经济发展。

8月入秋，清风掠过金沙江吹进县
城，金沙大桥下的向日葵向阳生长。教
育，改变了凉山孩子的命运，使他们能够
走出大山，和大城市里的孩子一起，接受
高等教育，活出精彩的人生。

9月，张晨玥将去厦门大学开启美
好的大学生活，她说已经有了想要保研
的想法，自己也会努力；杨发宏会去长江
边的西南医科大学开启5年的临床医学
专业学习，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从大山走
出去的孩子，成为医生也是一个不错的
选择，未来有机会，他还想读博士；而马
怡婕会去省城的四川旅游学院学习烹
饪，她期待能够掌握更多的烹饪技能。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孩子通过教育
走出凉山，走向世界！”王超对此充满了
信心。

张晨玥 杨发宏 马怡婕

走出大凉山的大学新生：

我们不完全是“小镇做题家”

□“他靠教育扶贫政策完成学业考上大学”追踪

即将到成都上大学的沙马车古获万元追梦奖学金

还差2个月满20岁的沙马车古，原
本也跟周围其他同学一样，生活在一个
普普通通的家庭。2017年，一场突如其
来的变故发生，沙马车古的父亲突然因
病离世，家里一下子断了收入来源。那

时，沙马车古才15岁。
2019年6月，沙马车古在母亲和姐

姐们的支持下，顺利完成初中学业。“其
实我当时的分数，完全可以报考西昌更
好的高中，但因为经济原因，只能留在喜
德读书。”沙马车古说到此事，时至今日
依然觉得有些遗憾。

彼时，因脱贫攻坚的教育扶贫政策，
喜德中学选拔出品学兼优、家庭条件困
难的学生，予以免除学费并给予生活补
助。当时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沙马车
古，符合条件被选中。这一政策，每年为
沙马车古一家节省了五六千元。

最终，沙马车古以理科总成绩471
分，在今年的高考中成功考上西华大学
的预科班。这也成了沙马车古一家最近
几年为数不多的大喜事之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对沙马车古
在母亲和姐姐的帮助下，通过努力圆梦
大学校园的新闻进行报道后，8月 11
日，记者获悉，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
合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决定给沙马
车古颁发“正能量励志学子追梦奖学
金”1万元。

“父亲倒下家里没了主心骨，少年
便一心发奋，努力成为家里的主心

骨。 眼看着家里塌下一片天，母亲和
三个姐姐成为了他的港湾，也成为了他
奋发起航的动力。”给沙马车古的颁奖
词中写道，“作为家中的幼弟，更是唯一
的男子汉，他不怕因为贫困错失机会，
只愿比常人更加努力，去追逐属于自己
的梦想。”

成绩可以逆袭，人生也一样可以改
变命运。“希望少年长存少年气，目标在
前，勇敢地走下去。”得知自己获奖，沙马
车古很激动，表示“会继续努力，用更好
的自己回报这个充满爱心的社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