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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几位云南森林

消防员来到《生物多样性

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COP15）主 会 场 采 访

间，带来了因迁徙引发关

注的亚洲象近况。通过视

频，逛逛吃吃的“短鼻家

族”长胖了。

2020年3月，生活在云

南西双版纳的亚洲象拖家

带口大迁移。15 只大象离

开栖息地，一路北上，历经

17 个月，迂回行进数千公

里后，终于在人类不断投食

引导之下慢悠悠南归。“亚

洲象的长相也与人类一样

各有特点的，‘短鼻家族’中

的一位成员，鼻子和其他象

相比略微短一些。”中科院

昆明动物所高级工程师李

维薇说，为了方便识别这个

象群，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就

为它们取名“短鼻家族”。

“短鼻家族”逛吃的路

上，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

野生亚洲象搜寻监测任务

分队 24 小时守护，被网友

称为“最靓追象团”。如今，

“短鼻家族”已回到老家附

近，监测频次不如之前频

繁，但仍在持续。

最近，分队队长杨翔

宇刚从普洱市完成监测返

回昆明。“14 日凌晨，象群

走到了普洱市的思茅区，距

离老家西双版纳很近了，只

有七八十公里。”杨翔宇说，

普洱的气候条件适宜大象

生存，历史上象群在两地之

间迁徙也属于正常现象。所

以，“短鼻家族”到底是留在

普洱还是返回西双版纳，还

是个未知数。

过去数月，队员们见

证着这些大家伙吃吃逛

逛。杨翔宇说，来到普洱的

这些天，“短鼻家族”好像

肚子又大了些，身体又胖

了点儿。“家族里有一只小

象，之前还没有人高，总是

在母象怀抱里簇拥着行

走。现在它长大了，有时单

独跑出去，吃点东西，玩耍

一下，再回到队伍里。”

大象集体睡觉的照

片，让大家感受到动物的

质朴温情，一度走红网络，

这张照片出自亚洲象搜寻

监测任务分队A组组长张

雄。“森林消防队伍主要担

负森林防灭火和应急救援

工作，用无人机、红外望远

镜监测活体野生动物，这

还是头一回。”张雄说：“最

艰难的时候，每天就睡4个

多小时，有时要跟着象群

在深山里跑出几十公里。”

亚洲象所到之处，沿

途百姓很高兴，互相呼喊

着“大象来啦！吉象到啦！”

据介绍，因为政府早就做

好了野象预警教育和赔偿

工作介绍，所以，没有一户

人家因为大象“糟蹋”庄

稼、“偷吃”甘蔗而生气。

队员们讲述了很多有

爱的故事。比如在玉溪市

大龙潭乡迭所村村委会监

测时，旁边一大群“吃瓜群

众”，就像看比赛直播一样

热闹。在昆明晋宁区高粱

地村，村民唐正芳得知大

象会从他家附近经过，高

兴不已，主动把自家地里

的玉米秆全部割了拿给政

府工作人员，放在象群会

经过的地方，生怕大象饿

着，“庄稼吃了可以明年再

种。”一路追着大象，队员

们渐渐感受到人和大象之

间的温情。杨翔宇说，这次

去普洱监测的时候，在路

上还遇到了30年未曾露面

的云猫。这些都是人和自

然和谐相处的生动证明。

（据《北京晚报》）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

插茱萸少一人”……16 岁

脑瘫少年陈宇凡认真地在

卡片上写上这些文字。重

阳节一早，他把这张卡片

递到76岁的“忘年交”老师

陈孝林的手中。

3700多个汉字，112首

古诗，51篇作文……过去3

年间，陈孝林在浙江省嘉

善县西塘镇一个不足10平

方米的堂屋里开设的课

堂，给这位少年带来了希

望。

一个人的课堂

2017 年一个秋日午

后，退休教师陈孝林接到

了来自嘉善县大舜小学的

电话。“茜墩村有个患先天

性脑瘫的孩子，双腿残疾，

有严重的‘多动症’，没办

法去特殊学校上学，希望

有人能教孩子识字……”

放下电话，陈孝林当

晚就找到了孩子家。“让这

个残疾少年也能有一个比

较美好的人生。”陈孝林怀

着这样的初衷立下“军令

状”：每周除双休日外，天

天上门教陈宇凡识字，3年

教会3000字。

不足 10 平方米的堂

屋，变成了小宇凡“一个人

的课堂”。

宇凡说话困难，手抖

写不好字，经常把纸张戳

破，情绪不稳定时经常无

故哭闹。陈孝林必须付出

比常规教学更多的耐心。

他为宇凡定制了教

学方法：先教汉语拼音，

再教汉字笔画和笔顺。有

些知识点要背得滚瓜烂

熟，默写一字不差，就要

经常测试。他还设置了激

励 机 制 ——当天默写全

对，就讲一个故事；连续10

天默写全对，就奖励他爱

吃的巧克力、酱鸭……

从每天学五六个字

开始，到学一句话、一首

诗……2017 年至 2020 年，

陈孝林教会了陈宇凡3000

多个汉字。随后他又立下

了新的“军令状”：再用 3

年，帮助陈宇凡学完一本

《新华字典》里的常用字，

学完一本古诗，写 60 篇作

文，创作60首小诗。

忘年师生

近 10 平方米的堂屋

里，斑驳的墙壁上贴满了

陈宇凡的高分“试卷”，还

有 32 张奖励“证书”：语文

期中考试满分奖、百字无

差错竞赛优秀奖、耳聪目

明奖、身残志坚奖……

这是独属于陈宇凡的

荣誉墙。

身体残疾，母亲离家

出走，曾让陈宇凡任性逆

反。起初，老年茶室的管理

员曾向陈孝林诉苦，“这小

孩总来捣乱，把桌上的麻

将牌推倒，扑克牌弄得满

地都是，也不听劝告。”

陈孝林对陈宇凡严肃

地说，“我来教你识字，你

就要听话。”从那以后小宇

凡再也没去过茶室。

“我懂的都要教给你，

只要你自己肯努力。”陈孝

林说。在行为习惯、为人处

世方面，陈孝林也不会对

陈宇凡降低要求。

经年累月，陈宇凡的

变化在常人看来不可思

议：从生活不能自理到能

自己上厕所、扶着栏杆走

路；从基本不与别人交流

到遇见邻居乡亲会努力叫

出“爷爷奶奶，叔叔阿姨”。

陈孝林与陈宇凡，年

龄相差一甲子。两人是师

生，也像家人，但陈孝林最

喜欢的还是“忘年交”3 个

字。

“非常感谢，陈老师，

来教我。”陈宇凡断断续续

地说，“要是没有他，我还

是个文盲。”

爱的回应

一次陈孝林在家中摔

伤了腿，卧病休养期间，课

堂被迫中止。小宇凡自己

坐着轮椅，穿过大半个村

子到陈老师家中探望。

不能上课的时间里，

陈孝林给宇凡写了一封

信：“脚受伤了，这使我深

深体会到了你平时行动的

吃力和痛苦。你真的太不

容易了！”

长久以来，两人形成

了彼此相处的默契。“宇凡

常送自己的零食给我，我

不收，他就说‘恭敬不如从

命’；我送他礼物，说的是

‘来而不往非礼也’，别有

一番情趣。”陈孝林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志

愿者为“小宇凡的课堂”送

来免费的黑板、粉笔、图

书、文具……大舜小学还

为陈宇凡举行了特殊的少

先队入队仪式。陈宇凡说，

以后也想成为一名志愿

者，帮助其他人。

时光匆匆，风景四季

更迭；不变的是拿着课本

教尺的陈孝林，在每个晨

光熹微中送教上门的身

影。逢年过节，他总能在家

门口等来惊喜——那是坐

着轮椅，捧着礼物，笑呵呵

的陈宇凡。

“小宇凡的课堂”：一位退休教师给脑瘫少年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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