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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吴晋斌

8 月 7 日，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北社乡北社
村，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开启了一个村庄的教育
振兴探索。当天是村里的物资交流大会，两个分
别考取北大、清华的村里娃穿古代状元服和其他
16 名考取不同学校的孩子骑着高头大马，与戴着
大红花的家长们一起在村里的主街“夸学”。村

“两委”在给予这些优秀学子和家长荣誉感的同
时，还分别奖励了 1000 到 1 万元不等的助学金。
借助着自媒体的宣传，这一消息很快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

“我的抖音号粉丝刚刚过万，评论就有几万条，
99%的都是支持和肯定的，这也坚定了我们继续按
原来思路做下去的信心。”北社村党支部书记曹爱
青说。

按照曹爱青的想法，不仅仅要在全村营造重教
的氛围，激励村庄的后生学子上进，还要让每个优秀
的学子回村和小学生结对子、手拉手，帮助孩子们，
从而实现村庄教育振兴，并且要厚植远走的学子们
的家乡情怀，让北社成为他们的纽带，形成北社村振
兴的合力，点燃这个有着耕读传家传统的古老村庄
复兴的火种。

“所以，我们奖励的范围不仅仅是户籍在村里
的，籍贯是村里的，我们也喊他们回村受奖。”曹爱
青说。

一句民谣道出北社的崇学基因

北社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据村志的编撰者、北
社村老党员、平顺县二中原校长常天顺介绍，村庄的
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底蕴深厚，
文化活动发达，村里的大禹庙、三嵕庙都是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独辕四景车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村里直到20世纪50年代，还有旗杆旗斗等古代
科举中举的标志物，现在仍有晋东南特有的八音会
班子，各种响器本村人都能拿下。

历史上，这个村庄及周边地域，地平土肥，是农
业比较发达的地方。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该村仍
然是平顺县的粮食主产区。当年吃水用水都紧张
时，老支书带领全村自力更生修建了村民吃水和灌
溉用的大池塘。为了纪念全村告别吃水难、用水难，
村里设立了贺池会，把大池竣工的日子定为村里的
集会日。

产粮多，读书人也多，耕读传家一直是村里人安
身立命的重要方式。当地曾有句民谣，“上了小铎
坡，秀才比狗多”，就是说农业文明发达的年代，北社
村方圆十里读书人特别多。

目前，北社村有常住人口 1600 人，户籍人口
2300 人，耕地 3200 亩，村集体收入 20 万元左右，村
民们以外出务工为主，也有少数种养大户从事农业
经营。村里目前有 300 亩设施蔬菜，是北社乡的蔬
菜大村。

考取北大的王文瑄是地地道道的村里娃，小学
就读于北社村小学，初高中则在平顺县中学就读。

王文瑄的母亲靳丽琴是邻村嫁过来的。靳丽琴
小时候学习很好，曾经考取过高中，因为兄弟姊妹
多，她就早早地辍学务农了。她坚信知识可以改变
命运，所以在两个孩子上学的事情上，她决心很大。

“别管我受什么罪，你们上到哪，我就供到哪
里。”这是靳丽琴挂在嘴上的口头禅，也是纾解心中
那个没有上成学的郁闷的话。

王文瑄和他的姐姐好像天生是读书的种子，
姐姐考到了廊坊上大学，王文瑄则一鸣惊人考上
了北大。

家里经济来源主要靠王文瑄的父亲王广彪，他
在长治市紫坊菜市场一家经营调味品的门市打工，
每天上班，从中午11点上到晚上11点。靳丽琴则在
长治市从事家政服务，在王文瑄上学的日子，靳丽琴
也过着三地往返奔波的日子，一边打工，一边回村里
照顾公婆，一边不时地去县中学给孩子洗洗涮涮，改
善伙食，所以靳丽琴很难确保全勤。

今年考取西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的秦海燕，
原来在江西农大读法学专业本科。父亲秦永强是
一个敏于行而讷于言的地地道道农民，原先在村里
搞养殖，现在则从事蔬菜种植，日子过得不算是村
里最好的，但是在支持女儿到更高学府深造方面，
老秦一直没有含糊过。他觉得村里人现在一直都
是这么做的。

考取清华大学的原耀庭，他的父亲也是在长治
市务工的农民。平顺县二中原校长常天顺说，这个
孩子祖上就出过举人，这个村庄的文脉一直延续至
今，与该村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关系很大。耕读传
家是这个村庄的村魂。

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层面上讲，北社村是中
国乡村的一个缩影，执着于耕读传家的样子也是中
国乡村该有的样子之一。

“孩子，你干了一件正事”

“今年有孩子参加高考的家长，有很多都是我的
发小、同学，高考放榜之后，好消息一个接一个。根
据后来的统计，全村共有 26 名孩子考上了本硕博。
一个村里两个孩子考上了北大、清华，还有考上北
京、上海的博士以及考上香港、西安的硕士研究生，
这在一个县里都是大事喜事，更何况是一个村。于
是我就有了怎么把喜事办好，营造全村尊师重教氛
围的想法。只给点助学金又不多，很难留下深刻的
记忆，就想起小时候看过一部戏，叫《御街夸官》，觉
得这种荣耀感更能让大家记忆深刻，于是把村里文
化活动的戏服找出来，租赁上周边的大马，搞了一次

‘夸学’。”北社村党支部书记曹爱青说。
由此，一个叫北社村2022年优秀学生表彰大会

的活动拉开帷幕。8月7日，北社村街头人山人海，
前面锣鼓队开道，18个小学生打着18面彩旗，两名小
学生举着金榜题名的牌匾，后面是骑着高头大马的

学子和戴着红花的家长们，开始游街。紧接着在村
里的广场上进行了隆重的发奖仪式，爱好文艺的乡
亲们还献上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欢歌笑语打破
了沉寂了好久的村庄。

“孩子，你干了一件正事。”这是村里老人们给村
支书曹爱青的评价。这句话也是晋东南农民对村干
部最朴实和规格最高的评价。

“村里的这几个干部还是很有战略眼光的，科教
兴国如何在村里落地形成合力，他们已经做得很好
了。”北社村老党员、平顺县二中原校长常天顺说。

“其实当初我们也是有顾虑的，尽管后来社会舆
论反响很好。所以，村里给我汇报时，乡党委、乡政
府研究认为，这是个好事，是对孩子们寒窗苦读、努
力勤奋的认可，是对父母无私付出、养育陪伴的褒
扬，我们应该大力支持。”北社乡党委书记暴宏云说。

经过反复权衡，北社乡党委政府决定由村里来
组织主办，乡里给予一定财力的支持。

“北社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尤
其是现在，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走出了晋商曹和平、
东航总飞行师曹少林两个全国劳模等优秀人才。这
次活动的举办，见证了北社后辈青出于蓝、后来居

上，也充分体现了北社重视教育、尊重人才、爱惜人
才、为国输送人才的初心。”北社乡乡长来梦超说。

“这个事件体现了教育的文化功能，让人们看到
了受教育和肯受教育是一种美德，把个人的功利转
为了一种公共认知。”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刘燕丽评
价说。

“应该看到，在当下不宣传状元、不搞学校排名
的大背景下，北社村这一‘夸学’做法并不离谱，而是
具有正向意义，值得肯定和提倡。这个事件也标志
着，在个体化程度很高的当下，在北社村，教育不再
只是个体的事，已经成为集体的事情，成为公共事
件，能够形成公共规则，形成示范性。这不仅给了优
秀学子和家长荣誉感，而且有了正外部性，会影响村
里的中小学生，让他们的上学有了清晰的方向感。”
一直从事乡村教育研究的中南大学雷望红博士说。

“驴肉甩饼+座谈会”加出了啥

“石头哥，你怎么考上清华的，给我讲讲呗。”考

取清华大学的原耀庭小名叫石头，表彰会那一天，邻
居小弟曹泽涵一直紧跟在他身边，对上清华大学充
满了好奇。

当天在表彰仪式上，北社村党支部书记曹爱青
特意动员了村里的小学生来打旗和抬匾，同时许诺
这些孩子，到时候一人奖励一个驴肉甩饼。驴肉甩
饼是晋东南的名吃，别说是吃货的孩子们，晋东南的
人都好这一口，在外老乡聚会时，都会以驴肉甩饼诱
惑对方参加。

表彰会结束后，曹爱青将这些孩子以发甩饼的
名义召集在了村里的会议室，要求每个孩子发言一
分钟谈感想，并且要录视频。

“我的本意就是，要通过一定的仪式感，把这笔
精神财富化为孩子们上进的动力，同时也要让孩子
们不仅有精神上的获得感，还要有物质的获得感，让
他们觉得奖励大哥哥大姐姐和他们有关，他们付出
了就会有回报。”曹爱青说。

“参加这个活动显然很累，但我非常自豪，因为
我给优秀的大学生打了旗，也听他们讲了话，想从
他们身上学一点，将来也考一个好点的大学，重点
大学。”

“理想的大学是什么大学？”
“一本以上。”
“北大清华想不想上？”
“想呢。”
“有没有可能？”
“有一点点吧。”
“好，加油啊。”
村里曹航瑞小朋友和曹爱青的对话，将这场别

开生面的座谈会推向了高潮，每个孩子都认真地发
了言，表了态。

此外，村两委还举办了“薪火相传、小手拉大
手”北社村优秀学子进母校公益行活动。受表彰的
学子走进母校北社小学结对帮扶在校小学生，和在
校小学生一起参观校舍，交流学习经验，还共进了
午餐。

“通过这次活动、座谈和经验交流，让受奖励同
学的故事被了解、被讨论、被羡慕，激励更多学子奋
发读书，激励更多村民重视下一代教育培养，盼望更
多的孩子成才，可以说北社村做到了。”来梦超说。

“今年小学的招生工作很顺利，家长们看到在这
个小学上过学的孩子，也能考上大学，甚至能考到最
高学府，很多人打消了把孩子送出去的念头，就近选
择了村里的小学。”北社村中心小学校长申桧刚说。

由此可见，北社村这场“夸学”活动正在润物细
无声地影响着村民和村里孩子们的心灵。

“我的本意也是想通过这种一个又一个的仪式
和活动，让即将远行的孩子们对家乡有一个美好的
记忆，培育一份回报家乡的责任感，现在可以在学习
上帮学弟学妹们，将来有能力了，就会有帮助家乡发
展的使命感。”曹爱青说。

“让这些孩子重新回到校园，和学弟学妹们手
拉手，鼓励了一种乡亲意识的孕育，这种乡亲意识
是农村学子乡愁情怀的一个前身。这是一个很正
向的意义，也是当下的农村学子应该补上的一课。”
刘燕丽说。

“北社村的这一做法，可以说是厚植了农村学子
成长和接受良好教育的文化土壤，强化了村庄的教
育氛围。一个地方的发展与它的文化积淀是相关
的，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决定着村庄发展水平的高低，
这种把教育变为集体事情的行为会为村庄未来发展
注入活力。”雷望红说。

“石头哥，走了你还回来吗”

曹泽涵小朋友的这一问，也是业界围绕乡村教
育走向争端最大的话题之一。有一种说法是，现在
的乡村教育是为城市培养人才、输送人才，所以，当
下的这种教育强村、文化强村是站不住脚的。甚至
有的人提出，乡村教育应该为乡村振兴培养乡土人
才，在教育内容上增加乡土知识教育。

“考出去的孩子又不能回来建设家乡，这么奖励
值得不值得。咱们村集体经济也不宽裕，是不是该
花在更好的地方？”从一开始，曹爱青最大的顾虑也
在这里。

“所以，我在谋划这个活动的时候，觉得眼光应
该放长远一些，多一个走出去看世界的北社人，北社
村就会多一份发展的可能。”曹爱青原先在城里做中
央空调生意，返乡后被乡亲们选为村委会主任，后来
又被选为村支部书记。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目前，从北社村走出来
的晋商曹和平投资30亿在家乡平顺县东寺头乡开发
了神龙湾景区，目前该项目还在建设中。

“乡村教育只是为乡村培养人才的观点是错误
的。一个国家的发展一定是流动的社会，除了空间
上的流动，还有圈层的流动，否则就是一潭死水，乡
村教育不应该成为只是为乡村培养人才的教育。乡
村振兴的人才振兴，是要让适合乡村的人才留在乡
村，适合城市的人才走向城市。为家乡的振兴赋能
出力，也并非人一定要回来，可以是资源的输送，比
如经常可以见到某个企业家为家乡铺路修桥、建工
厂的新闻，这也是为家乡振兴助力啊；也可以是文化
意识理念的输送，比如在解决问题上，可以给乡亲们
输送规则意识、法律方式等理念，也能支持家乡的振
兴和改变啊。”雷望红表示。

“我们搞这次活动的初心，是把村里孩子受教育
的事情变成村集体的事情，就是要旗帜鲜明地告诉
孩子们，考大学不再只是你个人的事情，考大学也不
是为了逃离村庄，而是为了建设祖国，回报家乡。上
学期间要和学弟学妹手拉手，告诉他们自己是怎么
克服父母不在身边的困难的，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
是怎样的，参加了工作，有能力了也常回来走走看
看，没有能力捐资捐物，也可以为家乡建设建言献
策。”曹爱青说。

雷望红注意到，北社村“两委”一直在借助这个
活动，通过村集体的力量，厚植优秀学子的家乡情怀
和村庄认同感，培养共同体意识。她认为，待这些孩
子们事业有成，有能力回报社会的时候，是会想起这
个家乡，是会愿意为家乡建设尽力的，这样的做法是
值得推广和借鉴的。

“其实，这样的村庄认同感，也是农村学子必须
有的。从学子的角度来看，一个偌大的国家，面对
一个如此高速的现代化进程，农村走出来的学子个
人如何做到强大呢，第一是要爱学习，肯受教；第二
是要找到一个真正的故土、家园和亲情纽带做你强
大的心理后盾。否则个人是单薄的，是孤独的，是
很难抗衡高速度现代化所给人带来的冲击影响。”
刘燕丽说。

“这样一来，他们就会和村庄有感情，首先是不论
孩子们走多远，都会记住他们的根在北社，其次是无
论孩子们飞多高，都会有一根线牵绊，让他们和乡亲
们和北社村，有心连心、共命运的一份情，想家的人和
在家的人，就能形成北社村振兴的合力。”曹爱青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北方村庄朴素的重教行
为，为破解农村出去的大学生对农村没感情，以逃离
农村为上学目的的难题，提供了一种可能。北社村
以及和北社村有同样做法的村庄的试验探索，能不
能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走远、走好，我们拭目以待。

图片由北社村党支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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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社村举行优秀学子表彰“夸学”活动。

身着“状元服”的优秀学子原耀庭和王文瑄，与戴着大红花的父母一起走进表彰大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