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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闻·今日最暖

阳光正好的八月，杭州市

凤凰小学406中队的大风车

假日小队前往开化，踏上寻源

钱塘母亲河的研学之路。大

家游览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

了解钱江源的历史，倾听母亲

河源头的心跳。同学们还与

当地的小伙伴结对，共同参与

了19号的开化护河活动，一起

学习水利知识和垃圾分类的知

识，并共同清理河道卫生。

本报通讯员 钱小冰

钱塘小凤凰寻源母亲河

一位好老师，能为学生

带来什么？

一位好老师，连同一篇

《钱江晚报》的报道，被他的

学生们牢记在心里20年。

这个故事能被大伙从

记忆里翻出来，多亏了一场

同学会——桐庐县莪山畲

族乡初级中学 99 届初三

（1）班30多位同学，这个暑

假要开20周年同学会。大

家在群里你一言我一语回

忆当年。有人提到了20年

前中考前夕，语文老师夏常

春为了缓解紧张气氛，拿出

自己订阅的《钱江晚报》为

大家读的那篇报道。

这一提，群里更热闹

了。原来不止一人记得这

事，甚至还有人记得那稿子

的标题《把最好的留在了最

后 把 不 可 能 变 成 了 可

能》——后来，这句话成了

班里部分同学的“鸡汤”，20

年后依然能脱口而出。

当年的老师，风华正

茂，正是他们带着山区的孩

子，看到更大的世界。

桐庐一初中筹备同学会，大家费尽心思找一份20年前的钱江晚报，背后的故事很暖：那年

中考前，老师给孩子们读过一篇钱报报道，成为同学们最美好的回忆。大家都记住了标题——

把最好的留在了最后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本报记者 黄莺

既然有这样一篇文章成

为很多同学的美好回忆，这次

同学会，大家就想找到这张报

纸，作为神秘礼物送给老师。

“我先是按照记忆的标

题去网上搜这个稿子，没有

搜到。又按照大概的时间

1999年5月~6月，想在网上

找这篇稿子，也没有找到。”

同学雷利伟说，大家只记得

副题，记得内容是写足球的，

但记不得完整的故事、也记

得不到底是哪个球队了，怎

么搜也搜不到，后来还是托

了各种关系，找到一个人愿

意一天天帮忙翻看当年旧报

纸，才从 1999 年 6 月 2 日的

报纸里找到了这篇稿件，“原

来是写当年法兰克福队保级

的体育新闻。这么多年，看

到报纸的电子版都泛黄了，

大家才真觉得时光易逝。”

想找份当年的报纸并不

容易，网上买不到，电子版太

模糊，“最后弄到一个很模糊

的 PDF 版 本 ，还 有 一 份

word的电子版，幸好我会用

ps 图片软件，自己数好了报

纸排版一行多少字，然后自

己拼了一个版面的图片出

来，最后还做旧处理了一下，

打印出来，做了装裱。”雷利

伟说。

当年的情景和心情已经

模糊了，但这个标题大家都

记得，这份感恩大家都记得。

想找当年的报纸，送给老师做礼物想找当年的报纸，送给老师做礼物

“我觉得老师们最牛的一

点，是让我们有了看世界的欲

望，教给我们时代的步伐是怎

么样的。我们乡村孩子大多

数都想考中专，老师们会说，

中专不够用，还是要读大学，

向我们描绘很美好的大学时

光。”其中一位同学说。

这个乡村中学这个年级

一共 100 人左右，后来考上

大学的有近20人。

他们还记得：英语老师

课堂上教英文歌《Yester-

day once more》；记得兼

职教美术的地理老师能一笔

画出中国地图；记得体育老

师上课会教学生打拳击，连

女生都报名参加⋯⋯

真是幸运，大家遇上了

不拘一格的好老师。

同学们还用另一种方式

表达了内心的感激——当年

的校区现在已经变成了莪山

民族小学校区，同学会一致

决定为这个学校做点实事：

给学校捐七台空调，为“学弟

学妹”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100 元 、500 元 、3000

元，有人拿出 7000 元，帮着

学校改造了线路，能承载 7

台 2 匹的空调同时启动，以

后学校的孩子就不怕天气暴

热了。

同学说，老师最牛的一点是激发了大家去看世界的欲望

“我听他们说起要送我

一份报纸，也说了还记得这

个故事。”记者联系上了那位

读报纸的老师夏常春。他现

在已经离开了老师岗位，但

还是和学生们有密切联系。

“那时，我也就二十三四

岁。这届学生是我带的第二

届，我那会儿经常给他们读

报纸。”夏老师还记得，当年

学校没有图书馆，为了让这

些乡村孩子多读点书，他还

和其他老师们一起捐款买了

很多书，“比如《平凡的世

界》，就买了好几套。山里孩

子想要走出大山的心情是非

常迫切的，现在很少有孩子能

感受到了。我给他们读这个

书，是想告诉他们，有机会的，

努力就能走出去。”夏老师说，

无论是读报，还是读书，都是

想让孩子们开阔眼界。

记者问：“不担心孩子们

的成绩问题吗？”

夏老师笑了：“成绩当然

是第一位的。成绩好了，孩

子才会相信你，家长才会相

信你，看书读报踢足球，大家

才愿意跟着我玩，家长也一

百个放心。”

他教的班级，在全县也

是排得上号的。

同学们还记得，20 年前

老师不仅带着他们读书，还

带着他们踢足球。那会儿学

校没有球场，老师、家长、学

生都动员起来，清理操场碎

石、平整场地，“老师带着我

们去山上弄毛竹，用竹竿做

了一个球门。”

一放学，夏老师的哨子

声就在操场上响起了，男孩

子 们 都 欢 快 地 跑 去 踢 球 。

“‘一切皆有可能’这个体育

精神，也是夏老师最先通过

足球教给我们的。”同学雷永

灿说。

即使夏老师已经离开了

三尺讲台，学生们也都为人

父母，但这些快乐的记忆却

都留存着。

老师带大家看书读报，还带大家修球场踢球老师带大家看书读报，还带大家修球场踢球

▼这就是当年夏老

师读给学生听的报

纸新闻。

当年的初中校园，如今是小学。当年的初中校园，如今是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