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名学生
都想收到一封信

重庆与昌都渊源颇深。自

1995年起，重庆陆续开始承担对
昌都市及所辖芒康县、类乌齐

县、察雅县对口支援任务。昌都

六高是 2021 年当地新建的学
校，2023 年 10 月曾组织与重庆
市沙坪坝滨江小学开展书信交

流活动，但只有 300个名额。
重庆大学第 25届研究生支

教团昌都分队成员赵晨旭在班

上公布那次书信活动时，发现学

生都非常积极热情，但名额有

限，大部分学生没有机会写。一

些学习成绩较差、性格自卑敏感

的学生抱怨，“从小到大就没被

选上过参加这种活动”。

赵晨旭和同在昌都六高的 3
名支教团成员暗暗订下计划，一

定要让每名学生都收到一封信，

都能写一封回信。

她透露说，昌都六高的许多

学生家庭情况比较特殊，比如有

的来自福利院、单亲家庭和边远

牧区等地，“学生们普遍内向甚

至自卑，不太敢口头交流”。

重庆大学第 25届研究生支
教团昌都分队是第一支到昌都

六高的支教团队。据他们观察，

学生其实很想跟支教老师多聊

聊，很向往外面的世界，“一下课

就围在我们周围，但是又犹犹豫

豫说不出来”。于是，学生就给支

教老师写小纸条。

另外，由于高原特殊的地理

条件等原因，许多学生回到村里

后上网并不方便。研究生支教团

昌都分队商议，可以让昌都六高

学生和内地学生写信交流，用昌

都六高学生擅长的方式提升他

们的交流能力，了解内地的情

况，鼓励他们学习进步，并且信

件可以留存很久，也方便与家

人、邻里、福利院的小伙伴分享。

2023年 11月 11日，昌都分
队的 4名成员郑■昊、李双陆、
赵晨旭、赵芷晴一起向母校重庆

大学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介绍了

昌都六高学生的现状，包括求学

的不易、学习基础的普遍薄弱、

表面乐观却内心自卑的心理状

态，以及对祖国其他地区的好奇

和向往、对学习进步的渴求。

“学生们都有向善向好的

心。当我们颁发期中考试奖励

时，全班会一起鼓掌高歌：‘棒！

棒！你真棒！你是我们的好榜

样’；当我们播放张桂梅校长的

短片时，很多女孩儿会偷偷抹眼

泪；当他们回答对题目时，会羞

涩地问：‘老师，我可以拥有一颗

糖吗？’正如对这次来信的期待，

每每提到，他们眼睛里就有光。”

昌都分队团员们写道，并附上了

昌都六高学生们的学习、生活的

照片。

短短一天
汇集 1000 多封信

这封信迅速在重庆大学的

微信群、QQ群里扩散，打动了许
多重庆大学的学生。短短一天，

1000 多封信便汇集到重庆大学
团校和校团委组织部的办公室。

写信的人包括重庆大学团

校 2023 -2024 学年秋季学期
1000余名学员、重庆大学团校和
校团委组织部工作人员、青年志

愿者。他们来自重庆大学 30余
个学院，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

士研究生均有参与。

信件中并没有什么惊天动

地、煽情垂泪的内容。当提起笔

的那一刻，重庆大学的学生有说

不出的庄重感。生活在网络高度

发达的当今社会，他们中的绝大

多数人第一次拿起笔写信。

重庆大学微电子与通信工

程学院 2020级本科生刘璇瑞来
自新疆，她在信中写的内容主要

关于自己在新疆的学习成长变

化。“在新疆边陲小镇的我怎么

样一步步走出来、看见外面的世

界，希望自身的成长历程对昌都

六高的弟弟妹妹们是一个鼓

舞。”她说。

“我从农村长大，一路上受

到国家和社会的帮助步入大学，

我希望可以传递感恩之心，让更

多的同学在未来有更多的可能

性。”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2020级本科生刘信彤说。他知道
部分高中的弟弟妹妹们对求学

有畏难情绪，其中一方面原因是

经济压力。刘信彤在信中说，“其

实国家和社会都在大力资助我

们，在读书的年龄可以专注地去

学习，有梦就去勇敢追逐！”

刘信彤也是一名青年志愿

者，除了写信，他还参与了重庆

大学组织的为西藏山区捐赠衣

物的公益活动。

重庆大学还找来一位在重

庆大学就读的西藏籍学生边巴

次仁，请他为昌都六高的学生录

制视频。边巴次仁来自西藏自治

区日喀则市，现就读于重庆大学

资源与安全学院采矿工程专业，

并担任班级团支部书记。

“我与老师交流中得到的启

示是，我们应该用所获得的知识

去回馈西藏，建设家乡、建设西

藏，这句话就是走出来再走回去

（的意思）。”在边巴次仁上中学

时，他的一名学长考上重庆大学

并向他介绍过学校。他受到激

励，立志到重庆大学读书，并最

终通过高考实现了这一梦想。他

希望将这份激励传递下去。

写信带来
意想不到的变化

1100 封信将近 50 斤重，昌
都分队的 4 名老师搬着箱子把
信送到各个教室时，感受到学生

们前所未有的期待和兴奋。

他们用手机记录下学生们读

信的时刻。学生们捧着一张张信

纸，有的压低声音读信，有的手在

颤抖，有的不断抬起头问老师：

“老师，我可以给这个哥哥回信

吗？”“老师，这个学长在后面写他

在重庆大学等着我呢！”“老师，这

个姐姐是学什么专业的呀，我将

来也可以学这个专业吗？”

昌都六高的学生们观看重

庆大学的学生们录制的祝福视

频时，赵晨旭发现“很多孩子红

了眼晴”。

写信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昌都分队成员李双陆在他

带的高二 14 班发放信件时，动
了一个“小心思”。

该班的数学课代表在这个

学期多次表示想辍学打工，“一

个月还能挣上几千块钱”。李双

陆通过多次了解后，发现这名女

生产生辍学想法的根源是听不

懂化学课，“觉得考不上大学、学

习没有什么意义”。

在信件刚到昌都六高那天，

李双陆发现这名女生白天没来

上课。那天晚自习是李双陆值

班，女生特地来向他道别。李双

陆临时改变了发信计划，在那个

晚自习提前把信件发给 14班的
学生们，“趁她来上课，看能不能

改变这个孩子的想法”。

学生们读信时，李双陆特

别关注这名女生的动态。她仔

细阅读重庆大学的来信、观看

“哥哥姐姐们”录制的视频。李

双陆看到她眼里噙着泪水，在

思考着什么。晚自习结束后，她

告诉李双陆：“老师，感谢您，我

决定了，要继续学习，争取考上

大学、走出大山，看看外面的世

界，谢谢您！”

那一刻，李双陆意识到，“我

做的事情是能够真正影响孩子

们一生的，是很有意义的”。

在昌都六高，常常产生辍学

想法的学生并不少。其中，有相当

一部分学生因为学习基础薄弱，

成绩迟迟提升不上去，内心迷茫、

没有前进的目标，“想要退学回家

放牛放羊或者外出打工”。

“没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

有一个小小的梦想，但是我觉得

离梦想很远。”昌都六高高二 14
班的次成卓嘎在回信中说，“看

到你们的信，你们给我说的学习

方法和关于梦想的话，我觉得我

只要努力，就会和梦想越来越

近。我也从今天开始用你们跟我

们讲的那些方法去学习！”

高二 16班的扎昂收到信后
特意录了一段视频回复重庆大

学的“哥哥姐姐”。以往羞于口头

表达的她在视频中大胆讲述了

自己“很小很小的梦想”———成

为一名了不起的兽医，给那些流

浪动物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

以前觉得它不可能实现，因为我

觉得它离我很遥远，但是自从收

到了你们的信，你们在信里写了

很多鼓励的话，我也开始选择去

相信这个梦想”。

高二 7 班的四郎曲央收到
重庆大学“一位藏族哥哥写的

信”后非常激动。她说，自己也非

常想去重庆大学，却很怕考不

上，“但是这次寒假，重庆大学的

哥哥姐姐们利用休息时间给我

补课，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

遇，我们要珍惜利用这个难得的

机遇，多向重庆大学的哥哥姐姐

们问问题”。

写信的故事并未结束。借助

书信来往，重庆大学鼓励学生和

昌都六高的学生结成“学习搭

子”。寒假期间，重庆大学的学生

将开展“一对一”和“一对二”的

“云支教”活动，覆盖昌都六高高

一、高二近 2000名学生。重庆大
学的学生还自发募集了 600 余
包卫生巾、30 台吹风机、3000 片
暖宝宝、50个爱心背包等爱心物
品，捐赠给昌都六高的学生。

昌都六高的学生正向重庆

大学的学生回信。截至目前，已

有 600 多封信从昌都六高寄往
重庆大学。同样在激励着当初写

信的重庆大学学生。

“弟弟妹妹们害羞躲闪镜头

的眼神，却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梦

想，我感受到了来自他们身上的

无穷的力量。”重庆大学土木工

程学院 2020级本科生林谢巧看
到昌都六高学生们的回复说。她

已加入重庆大学第 26届研究生
支教团，希望去了解、帮助昌都

六高的学生，并想当面对他们

说：“请不要妄自菲薄，就算是一

只咸鱼也要有梦想，更何况你们

是翱翔在高原上的雄鹰呢？”

“有人出生就处于‘高原’，

而有的人却要在‘深谷’中长大。

和他们比起来，我们更加幸运，

我们拥有更丰富优质的教育资

源、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平台，

我们不该辜负这份幸运。”重庆

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2020级本科
生胡欣怡说。

她认为，大学生应该努力学

习，不仅成长也要成才，为祖国和

社会的建设、发展贡献一分力量，

“我也要学习昌都六高的学生们，

像格桑花一样活着，不因土壤贫

瘠而夭折希望，不因环境恶劣而

放弃梦想，不仅要喜爱高原的阳

光，还要耐得住雪域的风寒”。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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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 1400 公里传递感恩之心
1100 封书信里的暖冬
2023 年末， 重庆大学

的 1100 名 学生
每人写了一封信。 约一周后，信件
抵达 1400 公里外的西藏自治区昌
都市第六高级中学（以下简称“昌
都六高”），被送到 800 多名高二学
生和 200多名高一学生手里。

信件在昌都六高引起了 “轰
动”。 在重庆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记录的画面里，尽管昌都市气温
已降到零下 10 摄氏度左右 ，但
当学生们看到老师手里成沓的
信件时，阵阵欢呼和暖意充满教
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第
一次收到纸质信件。 一段奇妙 、
温暖的缘分就此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