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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好”“好孩子请进”……4月 27日
15时30分，天空下着小雨，南昌市新建经开
区璜溪管理处缪章管理站附近，年已八旬
的缪延相爷爷站在家门口，满面笑容地迎
接刚刚放学的孩子们。

缪延相曾经当过老师，后在当地一家
农机厂退休。“我家就住在石埠小学旁边，
以前每天放学后看见孩子们要么去网吧，
要么在大街小巷乱跑，不仅有危险，而且也
浪费时光。”2009年3月，缪延相和老伴李根
秀商量，把自家住的地方腾出来，改成了一
间简陋的教室，办起了留守儿童校外辅导
站。辅导站不仅分文不收，缪延相还自掏
腰包时不时给孩子们买奖品，用来激励上
课认真的孩子。

教唱歌、讲故事、看电影……辅导站里
的教学不拘一格，丰富多彩，孩子们非常开
心。石埠小学五年级学生缪新婷告诉记
者：“我爸妈在外面务工，每天早出晚归，没
时间陪我。在这里有很多小朋友一起学
习、玩耍，不仅能学到知识，还能学会做人
的道理。”

免费辅导站创办了8年后，2017年春节
期间，缪延相的老伴因高血压导致的脑血
栓更严重了。为了方便治疗，缪延相夫妻
被接到南昌城里的子女家居住。

一边是需要照顾的老伴，一边是放心
不下的学生。缪延相决定把周一至周五的
课程，调整为每周二。“从南昌城区到辅导
站，需要乘坐近两个小时的公交车。虽然
辛苦，但是只要我还能动，就会坚持下去。”
缪延相说，等老伴身体好转之后，他将继续
恢复周一至周五的课程。

他的爱心善举也得到了社会的关注。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志愿者们现在经常到
辅导站协助他辅导留守儿童，一些爱心企
业也专程送来教学用具。

12年来，缪延相辅导和照顾过的孩子
已经超过 1000人。这些孩子中，有不少已
经考上了大学，缪延相家庭也被评为 2020
年全国“最美家庭”。

八旬大爷 50 载红色收藏
12 载义务守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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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辅导站的图书室看书，缪延相在一旁为孩
子们批改作业。

4月27 日，南昌市新建经开区璜溪管理处留守儿童校外辅导站，年已八旬的缪延相正在给孩子们讲述红色经典故事。自2009年至今，
缪延相已经义务守护留守儿童12年了。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志愿者们也经常来陪伴留守
孩子。

搬到南昌城里居住后，缪延相每周需要乘坐近两个
小时的公交车去辅导站。

缪延相为老伴按摩。

5月8日，吉安市吉州区88岁的吴季良来到吉州区北门小学，讲解红色藏品背后的故事。孩子们试吹他带来的红色藏品冲锋号。

5月7日，为前来参观的老兵们展示战争时期的勋章、纪念章。 老伴帮着收拾藏品。讲解老报刊上的红色历史。 一名观众用手机拍摄一枚勋章。

“这是红军时期用过的红缨枪、土枪、大刀……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各种纪念章……”5月 8日，吉
安市吉州区城北居民楼内，88岁的吴季良爷爷如数
家珍般为吉州区北门小学的孩子们讲述红色藏品背
后的故事。

吴季良在近 50年的时间里，收集了数千件红军
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历史藏品实
物。他家狭小的住所摆满了藏品，俨然是一个小型
的“家庭红色博物馆”，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党员
干部、老兵、普通市民前来参观。

吴季良是浙江绍兴人，抗战时随父母逃难到江
西，原在吉安电视机厂从事销售工作。数十年间，痴
迷红色收藏的吴季良老人，几乎将所有的工资都用
来购买藏品。除了在吉安市走村串户收集以外，他
的足迹还遍布北京、上海、湖北等 26个省（市、自治
区），至今收藏的各式证章、报纸、地图、兵器等红色
藏品有 6000余件。所有的藏品他都精心整理好，并
清晰地写好注释，分门别类地一箱箱整齐归置码
放。吴季良先后举办各种红色收藏展览 30 余次。
老伴卞佩颖也特别支持他的收藏爱好。

抗战胜利 60周年之际，吴季良为“江西民间抗
战藏品展”无偿提供过抗战藏品 2000 件。吴季良
说：“每件红色藏品都记录着一段红色历史 ，散落遗
失了十分可惜。我希望人们知道今天幸福生活的来
之不易，更加热爱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