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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心！今年
筹足了！筹足了!”每年
三月份，卞华伟自认为是
他的“负债月”，只有捐往山
区小学的餐费到位了，他才
可以松口气。在广东，知道
这件善举的人不多，直到
2023年3月的第一天，他
才算是第一次在微信朋友
圈里公开回顾自己做了整
整十三年的“山区儿童营养
改善行动”，引来大家惊
叹：藏得真够深！

2009-2010年间，卞
华伟多次走进云南玉龙
纳西族自治县的山区小
学调研学龄儿童营养状
况。“不见肉星，天天轮换
着蒸土豆烤土豆煮土豆
炒土豆……营养能跟得
上吗？”彼时孩子们一日
三餐“顿顿土豆”的情况
让他揪心，作为广州中山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临床
营养科的医生，卞华伟知
道长期缺乏“蛋白质”会
给孩子们的生长发育带
来什么。自此，他开始
“自掏腰包”为孩子们改
善伙食，一坚持就坚持到
现在，他最初的想法很简
单：让山里孩子在校期间
能够天天吃肉，免费吃
肉，“孩子成长，要紧的是
个精气神”。

卞华伟今年 53 岁，往常在医院
里，忙完工作，枕着窗外的都市繁华
伏案休憩时，入梦的却多是金色阳光
下漫山遍野的土豆花。

故事的源头，也得从土豆讲起。
2009年，受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

（原中国扶贫基金会）委托，卞华伟等
营养专家奔赴玉龙进行婴幼儿、儿童
膳食调查及营养评价。卞华伟一行的
临时住所，隔条马路就是一间小学。

“当时我们就想看孩子们的生活
条件怎么样，吃什么喝什么？看来看
去，看到最多的就是土豆，大的小的
圆的扁的，用来蒸用来煮用来炒，三
餐见三回。”卞华伟回忆道，“高寒山
区农业种植艰难，就土豆耐寒易种
植，所以孩子们只能餐餐吃土豆。”

卞华伟看着这些土豆，感到几分
心酸，当即花了 1000 多块钱买了一
头猪送到学校宰杀烹饪，师生们久违
地开了一次“大荤”。

这一年，除了完成调研任务，卞
华伟还结识了时任玉龙县妇幼保健

院院长的赵淑芳。调研回来后，当地
学生的健康情况，仍让身为营养科医
生的卞华伟牵挂不已，“土豆能饱腹，
但常年光吃土豆，营养恐怕跟不上”。

次年，他决定再访玉龙。这一回，
在赵淑芳的牵线下，当地教育部门负
责外援的工作人员陪着卞华伟一起，
走遍了玉龙县各个村镇的小学。

每年7月左右，玉龙漫山土豆花开，
风景唯美，卞华伟看着花，心里更多的是
感慨和心酸，他的心思还在那堆满土豆
的餐盘上。“除了营养专业上的考虑，这
群山里孩子的年龄和我女儿一般大小，
我实在不忍心看见他们一个个因为缺乏
营养而没有精气神，山里的孩子和城里
的孩子一样，都要健康成长。”卞华伟说。

卞华伟决心要干点实事——让山
区寄宿小学的学生每天都能吃上肉，
他计划先从一所学校进行试点帮扶，
随后再逐渐增加。2010年，玉龙太安
乡汝南完小成为第一个受资助的学
校，卞华伟“自掏腰包”帮助学生们改
善伙食，增添营养。

2011年 2月，卞华伟再次回到玉
龙，使资助能更稳妥推进，他与云南
玉龙纳西族自治县教育局正式签订
了一份“私人”帮扶协议。

协议上，完整地记录了汝南完
小能成为首个试点帮扶学校的来龙
去脉：卞华伟多次调研发现，学生寄
宿在校的五天中，餐食只有米饭、土
豆、肥腊肉油汤。只有每周二、周四
的中午，才能让孩子们吃上两三片鲜
肉类食物。综合来看，蛋白质总供给
量太少，无法满足孩子成长的营养需
求，因此，卞华伟出资供给学校10个
月（学生两个学期在校的时间）的鲜
肉，由县教育局负责监督，让学校食
堂能在每周一、三、五中午提供给学
生每餐不少于 3 两的新鲜肉食。这
样一来，孩子们在校期间，天天都能
吃上肉。

卞华伟还亲自联系上猪肉摊档
主、买好大冰柜，满心期待汝南完小
的孩子们能茁壮成长。他心想，要是
这次营养改善效果不错，还可以将帮
扶模式复制到其他小学，让更多孩子
受益。

不料，协议在实施三个月后，就
出现了“问题”。

那年 5 月，卞华伟回访汝南完
小，有学校老师反映：“卞教授，不瞒
您说，我们发现近半数学生都省下了
饭菜票，孩子们只选择在每周一三五
吃肉，二四就不吃了。”如此一来，孩
子们也就比受资助前，每周多吃了一
餐肉而已。

带着不解，卞华伟找了几个学生
询问，真相令他心酸：这群山区里“懂
事”的孩子们想多省点钱，为家里减
轻负担。因为学校仅免费提供大米
饭，其他菜式需要学生凭“饭菜票”购
买。学校为了照顾到不同家境的学
生，让他们既可以交钱买“饭菜票”，
也可以用腊肉或柴火换“饭菜票”。

在受到资助的情况下，孩子们虽
然有了每天吃肉的条件，但却舍不得

享受这种“待遇”，因此只在卞华伟提供
免费肉类食物的那三天里吃上一顿好
的，而缩减了另外两天的伙食——只为
了省点钱，省点家里为数不多的腊肉，
以及需要爬上山辛苦砍来的柴火。

听完原因，卞华伟很是动容。他
也曾想过取消饭菜票制度，最好能让
孩子们免费吃饭，然而现实让他很无
奈：“我只是个普通医生。”

转机很快到来，卞华伟的帮扶计
划迎来一场“及时雨”——

就在同一年，国家宣布，从 2011
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
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按照每生每天 3
元的标准（2021 年秋季学期起已提高
至 5 元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
生提供午餐补助。玉龙县是国家营
养改善计划的首批试点县之一。

包括汝南完小在内的几所学校，
结合自身实际以及国家补助（包括营养
午餐补助、“一补”政策等）情况，与卞
华伟商定资助金额为每生每天2-3元，
获得资助后，实现学生一日三餐免费，
且根据卞华伟的专业意见，按照当地
购买的食物编排营养食谱。

“学生不用再付费吃饭，减轻了
家庭的负担，营养供给也充足起来
了。感觉自己像是和学校、地方以及
国家打了一场完美的配合战。”卞华
伟欣然赞成，2.0 版“私人”帮扶协议
就此产生，一签就签到了现在。

截至 2022 年，被卞华伟称为 2.0
版的“学龄儿童营养改善”的援助项目
已在汝南完小、南溪完小、善美完小以
及天红小学4间小学实现了延续12年
的年年落地。此外在武侯完小、仁和完
小等多所寄宿制小学均有固定多年的
资助。一所学校一年在此项目上的固
定支出在4万元左右。

据当地县教体局（原教育局）分
管外援工作的广立介绍，卞华伟的

“学龄儿童营养改善”是迄今为止玉
龙外援资助项目里，最长时间的一个
非机构项目。

项目逐年落实推进，孩
子们的营养状况究竟有没有
得到改善？体检数据是金标
准。

赵淑芳接下了这个任
务。她退休后，受卞华伟邀
请，开始负责推动该项目在
各个学校的落地，分文不
收。“我见过为了名利而做
慈善的，但卞教授和他的朋
友们真的不一样，来山里实
地调研、回访都不知道多少
次，真正自己掏钱做好事，
这么多年从未中断。每次都
是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政府
要找媒体采访他，他拒绝
了。学校要在门匾上刻他的
名字，他也拒绝了，他只说
先做事。我真的不知道该如
何形容他的无私大爱。”赵
淑芳为能加入而感到荣幸。

她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
面：一是收到卞华伟从广州
转过来的项目经费后，和受
资助学校核定具体分发金
额；二是有时会代替卞华伟
回访监测项目实施情况；三
是连同县教育局协调县乡级
医疗保健机构，每年为孩子
进行体检（体检费用由卞华
伟一并资助），检查内容包
括血红蛋白、身高、体重等。

“娃娃们是否真正得到
营养支持，必须要用数据说
话。”赵淑芳说，实施这个项
目仅一年，以汝南完小为
例，发育迟缓率由 28.1%降
至 14.4%，轻度贫血发生率

由63.3%降为51.1%，消瘦的
学生由11人减少至0人。

此后的两三年，受资助
的几所小学的学生经体检基
本再未发现营养不良。因
此，赵淑芳的前两项工作持
续到现在，体检这一项便不
再进行了。学生身体综合素
质不仅在数据上有所体现，
而且肉眼可见，孩子们的精
气神回来了，这是卞华伟最
为看重的一点。

卞华伟一年约两次回访
学校，常挑孩子们开学的时
间，他会给孩子们拍照记录
成长时刻，并将照片冲洗出
来送给孩子作纪念，这个习
惯一直坚持到现在。

孩子们的变化使他感到
特别开心。卞华伟提到一
名 叫 和 丽（化 名）的 女 孩
子，卞华伟足足记录了她六
年，讲到她从“瘦瘦小小、
羞涩怕生”到现在“个子也
长高了，小脸也圆润起来
了，还主动上前和你搭话”
的变化，卞华伟满是兴奋，
语调都轻快了不少。“有时
我还会去家访，记得有一
次，有位纳西族母亲说，家
里两个孩子说不想回家吃
饭，说学校里的饭菜比家里
的还好，还每天都有肉吃。
听到这样的话，那一刻尽管
有些心酸，但也感到欣慰，
让山里的孩子吃上有肉有
菜的免费餐，这大概就是我
们的小幸福了。”

卞华伟的爱心捐助队伍
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人，来
自广东的居多，大多是因为
感受到他的善意，跟随而来
的亲朋好友。

毛琴算是最为“固定”的
捐助人，年年出资、年年跟
着卞华伟回访。“平时自己
也会星星点点做些公益，捐
一些物资之类的。后来，卞
医生有次和我聊到这事，他
的话打动了我，我便加入进
来，并坚持到现在。”毛琴回
忆道，卞华伟曾说过，大山
里的这群孩子将来是否能
有出息，能否获得所谓的世
俗意义上的成功，他不管也
管不了，他只要孩子们无论
走到哪都能有个健康的身
体，这是生存下去或者改变
以后人生的基础。

队伍力量增加后，他们
也开始关心孩子们的其他需
求。自2011年起，卞华伟连
同妻子梁兰兰，好友朱庆
辉、方汉棠、周弋等人，为多
所小学援建了蔬菜大棚，让
孩子们在土豆之外，能吃上
更多绿色蔬菜。

和作鹏在汝南完小当过
老师、做过校长，后来调至
南溪完小任校长，他是最为
熟悉卞华伟捐助项目的校方
代表之一。和作鹏说：“棚
里有老师、孩子们一起种的

小葱、芫荽、生菜、白菜、番
茄等等，都是‘自产自销’拿
到饭堂做给孩子吃。”后来，
这个蔬菜大棚还成为孩子们
的“劳动课堂”，每个年级分
得一块地，孩子们错峰在早
餐后或者晚餐后进到棚里，
浇水、松土等。

在保障营养之外，卞华
伟还为所有援助过的学校
学生购买了冲锋衣。以往
捐往玉龙的冬服，多是羽绒
服，但因地处高海拔，孩子
们从家走山路到学校，比较
轻薄的羽绒服容易被划破，
也不易清洗。卞华伟琢磨
着给孩子们换上冲锋衣，

“防寒、耐磨，也好清洗。”在
回访之前，他会要来学生们
的尺码，在广州精心挑好衣
服 ，先寄往山脚下的快递
点，再自费租车送到山上的
各个学校进行分发。

或许是家里有一个女儿
的缘故，卞华伟还细心关注
到山区女孩子的卫生情况：

“这里比较缺水，寄宿学生
有时无法洗澡、更换衣物，
女生会更不方便。”因此，卞
华伟和朋友们还专门为学校
女孩子们购买了内裤，每人
10条，保证他们在校的五天
中可更换干净的内裤，并能
在周末回家后，换回干净的
内裤以备下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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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做了这么多事，很难想
象现在还有不少孩子不知道
这些资助人的名字。在卞华
伟的家中，有着厚厚的一沓
信，都是这些年来山区孩子
们寄给他的。不过他们对卞
华伟的称呼可谓是“五花八
门”：尊敬的资助人、敬爱的
叔叔阿姨们、敬爱的广州中
山大学老师……

“实际上他们只知道我
们是来自广东的几个叔叔阿
姨。可能是听到过他们的
老师叫过我，所以有的孩子
也会跟着叫我卞教授或卞
叔叔，但他们不知道我的全
名。我也不想刻意告诉他
们，也没有告知的必要，做
事就行。”卞华伟说。

别说山里的孩子不知道
卞华伟的名字，就连卞华伟
的女儿卞悠然都是在无意间
才得知爸爸的善举。

“等我知道时都已经是
他资助好几年后了，某天他
跟妈妈讲话被我听到了，我
问了一句，他才说了出来，
语气平淡得就好像是一件日
常小事一样，只剩我一人充
满惊讶。后来，我还趁着暑
假去了几次玉龙，原来他真

的做到了，我和妈妈也都非
常支持他。”卞悠然目前在
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读大
二，立志也要和爸爸一样做
一名好医生。

2020 年-2022 年期间，
卞华伟作为医院派出的首席
营养治疗专家奔赴抗疫一
线，也因此，他有三年没有
回访玉龙了。

在没回访的日子里，卞
华伟会通过电话、微信等方
式，及时了解项目情况。和
作鹏校长说，最让他感动的
是在这困难的疫情期间，卞
华伟都不曾中断过关心，资
助款项也是一如既往按期拨
到学校。

玉龙的小学春季入学时
间，一般在每年的三月，卞
华伟也会在这个月筹足各个
受资助学校一学年的餐费。

卞华伟说道，2023 年将
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可以回
访心心念念的玉龙了。

另外，他预计马上就要
迎来 3.0 版本的新协议了。

“行动十三年，初心未改！
2023新学年开始了，我们共
同努力，继续我们的小幸福
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