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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抵边村

从西双版纳机场出发，开车

三个半小时，到达景迈山，再从

景迈山开车两个半小时，在盘旋

的山路上折腾了六个小时左右，

项目组终于抵达了位于云南省

普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糯福

乡的南段小学。

一进校门，迎面山坡上，宿

舍楼顶的八个大字便吸引了大

家的注意———“好好学习，走出

大山”。刚刚被颠簸的山路折磨

了半天，看到这八个字，不禁令

人格外感慨。

据南段小学校长陈泓静介

绍，学校有一至四年级各一个

班，195 名学生来自包括南段村
在内的周边三个村。学生的家

离学校都比较远，最远的开车

需要 1 个多小时。因此，大多数
学生都需要住校，即使是一年

级的学生。

这对糯福乡的学生来说是

一种常态。糯福乡位于澜沧县南

部，距县城 68公里，南与缅甸接
壤，国境线长 56.843公里。其中
98.8%的面积是山区或半山区，地
域广阔，山高坡陡，居住分散，交

通不便，村与村之间相距较远，

糯福中学寄宿制学生占比达

95.15%，糯福中心小学（含三所村
小）寄宿制学生占比也达到

90.89%。
虽然小小年纪就需要住校，

但孩子们十分乐观。“我又不是

小孩子，我自己洗啊，学校有洗

衣机。”当被问起在学校是不是

要姐姐帮忙洗衣服，刚上二年级

的佳新快快地答道，一幅特别理

所当然的样子。

佳新和上三年级的姐姐湘

南都是住校生，两个人关系特别

好，还都特别爱笑。“这里的孩子

初次见面的时候会比较腼腆，但

和人熟悉了之后特别开朗。”

陈泓静表示，其中也有不少孩子

是留守儿童，但很少会有严重的

心理问题。

尽管住在大山里，就读于

边境小学，但孩子们对未来却

不乏美好的憧憬。四年级的谢

兰想要成为老师，谢兰的妹妹

沙拉则想当校长好管着姐姐；

湘南希望长大了能和“小闺蜜”

一起成为医生，佳新长大了要

保家卫国……

当问起为什么要保家卫国

的时候，佳新的回答特别简单，

“因为我外公也是保家卫国啊。”

这个回答也出现在其他孩子的

口中，只是主角会有变化———爷

爷、爸爸、叔叔……

原来抵边村的村民除了种

地、务工之外，其中不少人会参

与到边境维护工作中，或者在

边境线上巡护，或者维护界碑，

住在边疆、守护边疆，成为“守

边人”。

佳新和湘南的外公扎四是

“守边人”，谢兰和沙拉的爸爸李

扎克也是守边人。他们每个月至

少有十五天每天沿着边境线巡

护。带着自备的砍刀、纱布等，清

理线路，检查防控设施设备，防

止非法越界等。

不论天晴天阴、白天黑

夜。刮伤擦伤常有，有时还会

遭遇熊、毒蛇等。但问起会不

会有危险的时候，前天刚刚被

划伤的李扎克却憨厚地笑道：

“没有危险。”

不用巡逻的日子里，他们回到

家中，种地、采茶、接送孩子……在

边境巡逻，在边境生活，已经成

为抵边村民的常态。可以说家门

即是国门，种地就是站岗，放牧

就是巡逻。

这样的抵边村还有很多很

多。以云南省为例，其边境线长

达 4060公里，共有抵边州（市）8
个，抵边县 25 个，抵边乡镇 108
个，边境行政村 374 个，其中抵
边自然村 2207 个，占全国抵边
自然村总数的 64%，且绝大多数
在边远山区。

致敬守边人

抵边村的村民世世代代住在

边境，用他们的家、用他们的生活

固守了祖国的边防。尽管受自然

环境、交通、产业等因素的影响，

生活谈不上富足，但他们依然努

力学习、工作、生活，乐观向上。

无论是孩子还是老人，都可

以称得上是他们自己生活中的

“英雄”、和平年代的“英雄”。他

们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怀，拥有更

多发展的机会。

2024年 9月，云南省慈善总
会和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正

式启动“爱有边·抵边村发展项

目”。项目聚焦边境，为抵边村的

“守边人”队伍、抵边村教育事业

提供精准援助。

“我们希望能够走近他们，

了解他们的工作，了解他们的生

活，用公益的力量来为他们做些

事情。”深圳市慈善基金会秘书

长罗杨为强调。

项目为守边人提供“守边安

心包”，礼包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迷彩服、雨衣、反光背心、头灯、

急救包等，以提高他们巡边的安

全性及舒适性。此外，项目还计

划为家庭有困难的“守边人”提

供大病医疗补贴，缓解其家庭经

济压力。

“从家门之小爱出发，展国

门之大爱于边，您以悠悠岁月，

守护辽阔山河。愿您日日皆安，

夜夜好眠。”“守边安心包”附赠

卡片上的这段话寄托了项目最

美好的祝愿。

“这不仅是一份物质上的援

助，更是对我们工作的认可和鼓

励。我们将铭记这份深情厚意，

将每一份爱心转化为守护边境

安全、促进边境发展的实际行

动。”腾冲市猴桥镇胆扎村党总

支副书记、外事界务员蔡新装在

接受捐赠时激动地表示。

项目为抵边村学校的孩子

们提供“床榻温暖包”及“学生筑

梦包”，礼包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宿舍床品、衣物、学生文具套装、

涂色套装等。“我们想让每个孩

子都有一个温暖的床榻；可以用

画笔和玩具，构筑美好的未来，

充分发挥他们的想象力。”罗杨

为表示。

南段小学的孩子们就是第

一批受益者。“这个被子跟我的

不一样，是软和的。”拿到床榻温

暖包的李扎丕迫不及待地感受

起来。在老师的指导下，孩子们

很快都换上了新被褥，当天午睡

就用上了。

“我们调研的时候发现，孩子

们的床品非常多样，垫的棉絮有的

都成了一团一团的，有些床单都破

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副秘

书长张如娟表示，“发放床榻温暖

包，可以改善他们的住宿条件，更

重要的是让孩子们获得一种平等，

不要有太多的差别，避免攀比、自

卑，让他们更有幸福感。”

项目还将举办暑假营地学

习活动，邀请高校学生参与支

教；举办游学活动，组织学生外

出参观学习，开拓视野。

“我们希望通过项目的力

量，让孩子们有更多的机会走出

去，提高能力，学有所成之后回

到家乡建设家乡。”张如娟表示。

项目还会根据学校的需求，

提供食堂、澡堂、餐桌椅、淋浴设

备改造和更换方面的支持。

截至目前，项目已在云南省

富宁县、澜沧县、河口县、腾冲市

试点捐赠“守边安心包”，共计

200名“守边人”受益；在云南省
富宁县、澜沧县、河口县、腾冲市

共 7所学校试点捐赠学生礼包，

共计 1000余名学生受益，捐赠
礼包物资总价值达 30 余万元；
此外，还向南段小学捐赠了食堂

餐桌椅，让所有在校生可以同时

用餐。

发展抵边村

守边人和抵边村孩子们的

发展最终离不开抵边村的全面

振兴。项目并没有止步于物资的

捐赠，而是进行了更加可持续的

规划。

据罗杨为介绍，项目计划用

3年时间，覆盖超过 4000名抵边
村儿童及 500名抵边村村民。同
时建立项目数据库，初步形成一

套项目执行及监管体系，号召 10
万余人次捐赠，组织 200名捐赠
人开展线下探访活动。

“我们希望能够在捐赠人和

抵边村之间建立链接，让更多人

关注抵边村，走进抵边村，发展旅

游、环保等产业。”罗杨为表示。

项目还设立了长期目标：覆

盖超过 1 万人次的抵边村儿童
及 2000名抵边村村民，同时探
索并完善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模

式。此外，项目还将加强品牌建

设，带动服务村落经济发展、人

文发展、环境保护等，助力实现

乡村振兴。

“抵边村，不仅是国土安全

的前线，也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一

环。”深圳市慈善基金会理事长

陈胜表示，“我们深知，每一个边

缘都不应被遗忘，每一份渴望发

展的心声都值得被听见。如何因

地制宜在尊重当地文化习俗的

前提下，借助当地发展优势，有

效发挥公益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这是我们项目必须长期探索和

关注的问题。”

“项目将通过帮扶经济欠发

达的边境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

区的老人、儿童等群体，让其老

有所养、幼有所教、难有所助，带

动服务乡村经济，达到乡村振

兴、社会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

云南省慈善总会副会长戚永宏

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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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有边窑抵边村发展项目院致敬平凡生活中的野英雄冶

冶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小学，一所边疆的小学。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粗壮的枝干上。

凤尾竹的影子，在洁白的墙上摇晃……”。

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三年级语文上册第一课，用充满童真的话语描述了边疆小学开学

的场景，让全国各地刚刚步入校园的孩子们对边疆有了初步的认知。

那么，现实中的边疆小学究竟是什么样？边疆小学所在的边疆村落又是什么样的？那里的

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需求？

近日，《公益时报》记者跟随爱有边·抵边村发展项目的工作人员走进云南的抵边村和抵边

村学校，进行实地探访。

盖上新被子尧拿起新画笔的孩子获赠野守边安心包冶的李扎克露出了憨厚的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