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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彝族，1998年出生于凉山彝
族自治州喜德县沙马拉达乡，中共党
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8
级本科生。

2013年，15岁的苏正民遭遇家
庭变故，在砖厂打工的父亲积劳成
疾，不幸去世。因为父亲治病欠下数
十万元外债，不忍见母亲辛苦，姐姐
和苏正民都选择退学，把上学机会留
给妹妹。最终，在当地政府及爱心人
士的帮助下，苏正民重返校园。

大学期间，苏正民不断用实际行
动回报社会，先后献血34次，并积极
参与大凉山有关的公益活动。2022
年，苏正民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论志
愿服务的政府责任及其立法规范》写
了2.5万余字，其中有6000多字致谢
内容，回顾了自己的求学之路，并一
一感谢65位帮助过他的好心人，感动
了无数网友。

2022年8月底，苏正民再回凉山，
成为越西县第二中学初一年级支教老
师，准备支教一年后再回校读研。

“这十年，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成
长为一个青年，我和妹妹都考上了大
学，走出了大山，见到了外面广阔的
世界。我也从一个被光照亮的孩子
逐渐成为一束微弱的光，开始照亮大
山里的其他孩子。现在我回到家乡，
成为一名支教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自
己的努力，帮助更多的山里娃走出大
山，找到他们更加广阔的天地。”

苏正民

2022年8月29日，苏正民有了
新身份：凉山州越西县第二中学初
一年级支教老师。

眼前的孩子们身着整洁的衣
服，说着标准的普通话，还有荡漾在
教室内的笑声，让苏正民瞬间把记
忆拉回到十年前。

那时，他刚从喜德县的小山村
踏入西昌市的中学。别扭的普通话、
薄弱的知识基础、贫穷的家庭环境
……同龄人看似“嘲笑”的玩笑话，让
处于青春期的苏正民感到自卑。

“我不想上学了，想逃离这里。”
当他把想法告诉父母后，被父

亲狠狠地“收拾”了一顿。虽然苏正
民的父母没怎么上过学，但对三个
孩子的教育极其重视，即使家里条
件再差，也要让三个孩子读上书。
父亲严肃地告诉苏正民：“只有读书
才能改变命运，再难，你都要坚持下
去。”

为了缩小与同学的差距，苏正
民努力学习。没过多久，父亲因积

劳成疾去世，治病不仅花光了家中
积蓄，还欠下很多债。瘦弱的母亲
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什么脏活累活
都干，但三个孩子的学费、生活费还
是压得她喘不过气。苏正民不忍心
看到母亲如此辛苦，他决定辍学，将
读书的机会留给更有天赋的妹妹。

得知情况后，老师上门来劝他：
“你一定要坚持读下去。”老师为他
申请了贫困生助学金，村支书也及
时伸出援手，帮苏正民一家申请了
低保。

苏正民重返校园，一颗感恩的
种子在他的心中种下，“这种感觉，
就像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你即将
掉入深渊时，把你托举了起来。”

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苏正
民开启全速奔跑模式，他将省吃俭
用的生活费用来买习题册，晚上大
家都休息了，他还在被窝里打着手
电筒背书。就这样，他的成绩从全
班倒数上升到全班前三，之后顺利
考上高中。

苏正民和学生们合影。

苏正民和学生交流学习方面的问题。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秋季开学第一课，回到家乡支教

的苏正民对着孩子们提出了这个问
题。

拳击手、运动员、带货主播……
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苏正民这个自认
为“见过世面”的研究生深受触动。

十年前，苏正民还是一个懵懂少
年，贫穷的家庭让他一度想辍学回
家。好心人的帮助、国家提供的贫困
生助学金，像一道道光，最终照亮他

前行的路。
十年后，努力奔跑的苏正民也成

为了一束光，回到大山，照亮山里娃
的梦想。

2022年6月，毕业论文中6000字
的致谢内容成了这个夏天最动人的
告白，致谢者苏正民“走出大凉山”的
故事也被公众所知晓。

9月20日，记者面对面采访了苏
正民，听他讲述这十年间“光与追光”
的经历和感触。

今年，苏正民被学校保送研究生。写本
科毕业论文的后记时，他洋洋洒洒写了
6000字的感谢，引起全国轰动。

在校期间，他通过了学校研究生支教
团的招募，成为一名志愿者。本科毕业后，
他正式奔赴支教岗位。

8月29日，站在家乡的三尺讲台上，他
滔滔不绝地向孩子们讲述着自己用知识改
变命运的故事，也讲述着外面精彩的世界。
随后，他抛出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们
的梦想是什么？”

“我想当拳击手！”“我想当足球运动
员！”“我想当带货主播，把村里好吃的卖出
去！”五花八门的答案，让苏正民感到震惊。

“他们和十年前的我一样，都怀揣着对
知识的渴望和走出大山的憧憬，但是他们
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远远超过了十年前
的我。”苏正民说。

苏正民的故事，也正在激励着家乡的
孩子。

苏正民无意间看见，有学生把他的照
片和奥特曼的照片放在一起。那一刻，他
的心被莫名击中，他在朋友圈写下：“你相
信光吗？”

其实，他的内心早已有了答案：我相
信，因为当初我也是被光照亮的孩子。他
也希望越来越多凉山的孩子长大后，成为
他相信的那束光。

重返校园
辍学之际有人将他“托举”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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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苏正民考取了中南财经政法

大学少数民族预科班，成了村里第一个考上
“211”大学的孩子。当他参加预科班培训时，
第一次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看到高高飘扬的
五星红旗，他百感交集地流下了眼泪。

刚进大学校园时，面对城市林立的高楼、
校园里各式各样的活动，苏正民感到胆怯，他
下意识地拒绝与同学交往，把心门关了起来。

老师看出了他的不安，鼓励他敞开心扉，多
参加学校的活动。天气转凉时，老师还给他买来
一床厚厚的棉被，让他能在夜晚温暖入眠。

润物细无声的关爱与温暖，渐渐融化了苏正
民心中的坚冰，他那扇紧闭的心门慢慢打开，脸
上笑容逐渐多了，与同学的说笑也多了起来。

这时候，老师又给他讲述了同样来自凉山的
学长蒋富安的故事，说蒋富安学成后回到家乡，
变成了一粒影响家乡的种子。学长的故事激励
着他，“我也想成为一粒影响家乡的种子。”

很快，苏正民把自己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他积极参与各项与大凉山有关的公益活动，先
后献血 34 次。大二那年，他在一家基金会的
帮助下，成立了凉山阿依助学计划，为大凉山
的孩子们提供物质帮扶、开展各项公益讲座、
创办阿依书屋、组织夏令营和冬令营，推动孩
子们像他一样用知识改变命运。

这时的苏正民，开始变得像一盏灯，吸引
着身边的同学、朋友加入阿依助学计划，照亮
大凉山孩子的梦想。

少年心愿
希望有一天成为光照亮别人

爱与被爱
用公益照亮大凉山孩子的梦想

进入高中后，苏正民有了新目标：考上大
学走出大山，带上母亲和姐姐妹妹住上大房
子，不再为吃、穿、住而发愁。

很快，凉山州向贫困宣战，打响了一场轰轰
烈烈的脱贫攻坚战。在国家的帮助下，苏正民的
家从土坯房变成了明亮干净的安置房，门口也有
了小院子，家畜和人分开。在一次放假回家时，
他看到水泥硬化路修到了家门口，还装上了明亮
的路灯，乡村巴士从家门口驶过……

在脱贫攻坚战中，村庄和家都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有一次，他笑着对妈妈说：“我还没有
开始好好努力，国家就已经帮我实现了梦想。”

苏正民和家乡一样，有了不少变化。学校
给苏正民发放了贫困生助学金，社会上的好心
人也为他提供了爱心助学金，他可以购买更加
丰富的学习资料。在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的
双重护航下，苏正民的成绩突飞猛进。

突然间，他意识到自己的学习机会，都是
一束又一束光照进他的生活而来。“希望有一
天，我也能成为一束光，照亮别人。”

回乡支教
希望更多的孩子成为一束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罗石芊

四川举全省之力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625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1501个贫困村全部退出，88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区域性整体贫困
得到解决，绝对贫困全面消除。尤其在曾经“一步跨千年”的凉山彝区和涉藏州县，实现了从贫穷落后到全面小康新的历史性跨越。2020年全省贫
困家庭人均纯收入达9480元，是2013年的3.4倍，群众生活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共四川省委“中国这十年·四川”主题新闻发布会实录

因毕业论文中6000字致谢内容感动网友的凉山学子苏正民：

成长路上被光照亮回乡支教让自己成为一束光
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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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正民希望家乡
更多的孩子成为一
束光。

苏正民在整理学生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