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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时代共成长
“我的家乡，在小小山村，这些年乡村振兴，冉冉向上。村里的土路，修成了平坦的水泥路；我们家也从土房子搬进了
漂亮的楼房；学校的教室也更加结实、宽敞、明亮。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乡亲们说，这是新时代幸福的模样。”
不久前，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我省金寨县沙河乡祝畈村12岁的夏桂林作为少
先队员代表，向团十八大献词。她用清澈、响亮的声音，讲述了大别山区在乡村振兴中的蜕变，描绘了新时代乡亲们眼
中幸福的模样。看到这，有学生不禁问道：能站在人民大会堂里发言，这位同学是不是有什么特别之处？想知道？来看
看她的成长故事吧……

“生活艰辛，我不怕不怕”
2006年，夏桂林出生在革命老区大别山，自小跟着爷爷奶奶，过着留守的生活。她的父亲常年在外务工，只有过年才回
来。她的母亲更是在她出生七个月之后就不辞而别，所以对于母亲，夏桂林只有想象，却没有印象。“到现在，桂林睡
觉的时候都喜欢拉着我的手，不然她睡不安稳。”夏桂林的奶奶说。奶奶身体不好，需要长期服药。她的爷爷今年已经
七十岁了，承担了家里的大部分农活。
生活的艰苦，让夏桂林变得坚强。很小的时候，她就开始学做家务，生火做饭、洗衣喂猪都不在话下。到了周末，她还
和奶奶一起上山采药，补贴家用。家中两间简陋的砖瓦房，金寨县沙河中心小学垒峰教学点的两位老师和18位学生，都
陪伴了她的成长。
特殊的家庭情况，并没有让夏桂林长成一个性格乖张、孤僻敏感的孩子，相反，她的性格乐观又活泼，开朗又大方。值
得一提的是，夏桂林曾参与录制纪录片《城市梦想之留守大山的孩子》。在纪录片《辉煌中国》第五集，谈及《国家贫
困地区儿童发展规划》实施成效时，还曾专门介绍了她和教学点老师、同学们的故事。

心怀感恩分享快乐
夏桂林所在的学校位置偏僻，有两间教室，四个教学班，分为学前班、小学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学生的年龄跨度
从5岁到12岁。夏桂林是学校里高年级的学生，平时上课的时候，除了和她同年级的同学之外，课堂上还有低年级的同学
一边自习、一边等待老师上课。“因为条件有限，只能两个班一起上课。”夏桂林的老师丁保花说道。
在学校里，她和同学们的关系都非常好。当她的家庭情况被社会各界广泛了解之后，夏桂林收到了很多关心和帮助。在
今年3月份，安徽省少工委的工作人员探望夏桂林一家，并送来了学习用品和慰问金。对于这些爱心物资，夏桂林从来不
会独享，而是分享给自己的同学们。
这一次，在去往北京的途中，她没有玩得乐不思蜀，总想着要买一些礼物带给老师和同学们，而这买礼物的钱，是她自
己上山挖草药攒下的零花钱。“我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了感恩社会，感恩每一位关心我、帮助我的好心人。等我有了
能力，我也要像这些叔叔阿姨一样，去帮助那些需要关心和爱护的孩子！”这是夏桂林的愿望。

在磨砺中奋勇前行
从金寨县沙河乡祝畈村到北京的距离，是1100多公里。为了跨越这个距离，夏桂林需要走一小段山路，换乘大巴车，再
转乘高铁。然而从一个原本性格内向、阅读能力一般的村小教学点的学生，到自信出彩地站在人民大会堂献词，她则经
历了半个多月的磨砺。
由于之前在村小缺乏类似的阅读训练，夏桂林背起献词来明显比同龄人吃力。为了不在献词时给其他少先队员拖后腿，
夏桂林很是努力。“她只要有空就会读词背词，有时甚至一边洗澡一边背，夜里几次还听到她在睡梦中念关键词。”省
少工委工作人员王胜男说道。王胜男还在省少工委的协调安排下，多次陪着夏桂林四处“取经”，广泛阅读，训练形
体。
“我没有忘词，我表现得很好。”当天献词完毕，夏桂林退场见到王胜男时，将同一句话重复说了四遍。“献词的时
候，我满脑子都在记词，没来得及仔细看看习爷爷。不过最后敬礼的时候，我偷偷瞄了一眼。”说着，夏桂林的脸蛋上
露出幸福的笑容。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这首小诗曾因被贵州山区的孩子和老师吟唱，而更富深情。时代在进步，和夏桂林一样
的少先队员们也在不断成长着，这是新时代幸福的模样！
     （周  迪  庄  园）    

夏桂林在团十八大开幕式上献词。
夏桂林（图中）展现新时代好队员的风采。
夏桂林的奶奶。
夏桂林所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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