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助飞
■记者 赵家乐 钱澄蓉

“您 15年资助了 3个
大学生，可照片里怎么会
有这么多孩子？”

“我的女儿还有我小
姐妹的孩子们也在里面，
他们都玩得很好，都叫我

‘干妈’。这个男孩身边的
就是他的女朋友，现在已
经成了妻子，小孩子都生
了。”俞建平翻出手机中储
存的照片微笑着说道。相
比起“阿姨”这个称呼，俞
建平更喜欢孩子们叫她

“干妈”，因为她觉得这个
称呼更加亲切，可以和孩
子们拉近距离。

照片里的男孩叫小宇
（化名），在俞建平和他第
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并不
像照片里那么开朗。当时
的小宇能够依靠的只剩母
亲和哥哥两人，父亲没能
看到儿子上大学就已因病
长眠，一朵白色的小花缀
挂在他的手臂上，更显得
孤单落寞。小宇父亲的灵
柩就摆放在蜂窝似的大厅
里，俞建平有些被吓到，还
好男孩的母亲赶了回来，
泡了杯茶，打开了电风
扇。“那时候是暑假，天气
很热，他妈妈回来问他怎
么不开风扇，他说他忘记
了。”每每回想起这一幕，
俞建平总会感到心疼，她
说，当时她在小宇的眼里，
看不到一丝光彩。

俞建平印象很深，在
小宇要去上学的前一天，平
湖下起了倾盆大雨。听闻
小宇家里的雨水已经没过
膝盖，俞建平和丈夫立即赶
了过去，将此前为他置备的
学习、生活用品全部搬了出
来，接上小宇一家住到了外
面去。第二天又把小宇和
他哥哥送到了高铁站，看着
哥俩远去的背影，俞建平心
里面涌上了无限的感慨。

15年前，俞建平的公
司刚刚起步，她在平湖四处
跑业务。一次机缘巧合，她
因工作原因来到了市慈善
总会，正和当时的市慈善总
会主席徐士元交谈，突然，
一位年近花甲的爷爷带着
孙女敲开了门，打断了他们
的谈话。伴随着浑浊的眼
泪，老人艰难地讲述了自己
和孙女困苦的境遇。原来，
女孩的父母身患重病，无力
负担女孩的学费，而女孩马
上就要上大学了，这让老人
感到万分焦急。徐士元听
了以后立即安慰爷孙俩，说
慈善总会一定会帮助他们。

待爷孙俩走后，俞建
平的内心久久无法平静，
她并没有立即提起业务，
而是向徐士元问道：“我也

可以帮助他们吗？”于是，
俞建平生命里一段又一段
因助学而产生的缘分就由
此开启了。

多年来，像俞建平一
样萌生出“我也可以帮助
他们吗”这样想法的人有
很多，陈晓云就是其中一
位。十年来，她成功结对
了三个孩子。从结对第一
个孩子开始，她就在思考
如何和孩子处好关系，凭
借着在电视上、网上看到
的案例、方法，一点点地去
摸索，去打开孩子的心扉，
她希望与孩子建立起的并
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联系，
更是要有情感上的联系。
一次次地见面、主动沟通，
她逐渐找到了诀窍，那就
是真诚以待，并对他们抱
有信心。

如今，陈晓云结对的
第一个孩子早已参加工
作，且仍时常与她交流，诉
说自己未来的目标与规
划。同时，陈晓云也希望
这份爱心与责任能够继续
延续下去，她与孩子商量
着共同来帮助一个学生，
这是孩子对社会的一种回
报，也是对她的一种回
报。陈晓云看重的从来不
是物质上的捐助，她觉得
精神上、品德上的延续和
传递才是更为重要的。

第三个孩子与前两个
孩子不大一样，或许是羞
涩、或许是不善于表达，陈
晓云与他的面对面沟通并
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陈晓
云也并不着急，认为要顺应
孩子的心意，尊重他的想
法，要对他有信心。果然，
大二的时候，孩子给了她一
个惊喜——一封洋洋洒洒
的千字文。面对面语言无
法传达到的距离，就在夜深
人静时，逐字逐句地在纸上
传递。他所有的想法、疑
惑、目标都在信上和盘托
出，陈晓云也积极为他解
答，给予一些参考建议。今
年，孩子也大学毕业了。

“孩子们给予了我继
续干下去的‘信心’，让我
感到‘值得’，我也希望他
们可以‘接力’下去，这三
个词就是我对这十年的概
括。今年结对孩子，我也
在等待，我会一直做下去
的。”陈晓云说。

……
“我也可以帮助他们

吗？”
你可以，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我们一起携手并
进，让爱的奉献无限传递，
让这座城市留存温暖、放
飞希望。

每年高考万众瞩目，高
考过后，就是新一批大学生
步入“象牙塔”的日子，就此
开启他们所向往的美好的大
学生活。但几家欢喜几家
愁，每年都有一些家庭经济
困难的学生面临求学时的困
境。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
社会的未来，而大学教育是
这些如同雏鹰一样的孩子们
逆风起飞的过程。面对一张
张渴望学习的青春脸庞，新
闻媒体关注、慈善部门关怀、
关工委关切、社会人士关心，
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投入到
帮助寒门学子圆梦的行动中
来，让这些孩子不因贫困而
徘徊在大学校园之外，以爱
之名，聚力“助飞”。

关注，新闻之力问暖学子。 关心，社会之力情暖学子。

关怀，公益之力温暖学子。 关切，关工之力助暖学子。

爱心助学，真诚无限。从2018年
起，市传媒中心开始关注寒门学子，关
注他们求学遇到的困难，并向全社会
发出了第一篇助学系列的稿件，获得
社会强烈反响。2019年，“益起来助
学”正式成为市传媒中心着力打造的
爱心品牌之一，初衷就是希望聚集社
会爱心长期帮助寒门学子顺利就学。

从立志做家里顶梁柱的新仓女孩
杨冬慧，到成为失独家庭的第三代但
依旧爱笑的徐舞飞扬，到因患病父母
立志学医的宋晓晓，到成绩优秀、为人
懂事的励志男孩倪豪蕾……对于求助
的寒门学子，记者都会逐一上门。5年
来，记者寻访寒门学子的足迹遍及各
个镇街道，穿过泥泞的田埂、蜿蜒的小
道，只为了解到最真实的故事和最真
切的诉求，希望用报道唤起社会力量
的关注，将帮助落到实处。

每年的七八月，是“益起来助学”
行动的时间，也是平湖这座小城一年
中最为炎热的时节。探访工作并不
容易，困难家庭没有条件搬往新农
村，往往居住于一些自然村落中，道
路太窄采访车进不去，需要记者背着
摄像器材步行前往，往往人还没到，
已经浑身湿漉漉一片。然而，学子和
家人翘首等候的情景，蜿蜒的村道上
老大娘为记者引路的身影，学子父亲
压抑的哭声……这些画面，让记者觉
得，如果能让寒门学子迈向大学校门
的脚步变得轻松一些，再辛苦也是值
得的。

我还能清晰地记得一次关于助
学的采访。那一天，我冒着小雨，踏
着满脚泥泞来到新仓女孩杨冬慧家，
还没进门她的奶奶就急切迎出来抓
住了记者的手，话未说、眼眶先湿了，

“你们一定要帮帮她”，哽咽着说出这
句话时，我明显感受到老人家粗糙的
手在颤抖，而杨冬慧站在门口，那时
她咬着嘴唇、一脸不安的脸庞，深深
落在我的脑海里，至今还能清晰回忆
起来。当时，我想的是，还好我们作
为记者上门来了。后来我们找到一
家本地的爱心企业，让她得到了一份
助力。

每年助学，在探访这些孩子的时
候，记者们总能感受丝丝的心疼和满
满的责任感。每当接到热线电话，对
方说“你们今天报纸上登的×××，我想
帮他一下。”那时，又让我们感受到无
比幸运，我们的呼声有人听到、有人
响应，我们能不负所托，成功助飞。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助学也
初现成果。2018年，以645分、663分
的成绩分别被重庆医科大学临床专
业、浙江大学工科试验班（机械与材
料专业）录取的双胞胎兄弟李斌强、
李斌磊一度引起社会关注，原来记者
通过实地走访了解到，他们在 6岁时
父亲出车祸去世，母亲一人身兼多职
抚养兄弟俩读书，家庭条件十分拮
据。通过媒体的呼吁，最终市第一人
民医院工会和热心市民陆佩芬，分别
与两个孩子进行了结对助学。2022

年，就读于浙江大学的弟弟李斌磊正
式毕业。作为我们首轮资助的学生，
看到他完成学业，我们同样幸福感满
满。而通过几年的学习，哥哥李斌强
也对医学专业产生更加浓厚的兴趣，
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会也表示他们欢
迎李斌强学成归来回报家乡，如果孩
子大学毕业后还想深造，他们也将全
力支持。

经过 5年多时间的接力跑，市传
媒中心已经帮助了60多位寒门学子，
他们中一些与李斌磊一样，已毕业走
入社会，有些还在继续深造。而每年
暑期，关注寒门学子、聚力助学也成了
一种新风尚。通过各个渠道的宣传，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助学的行列，

“我想结对一个孩子”“这个学生的学
费我们企业全权负责”“4年结对结束
了，今年我还要再结对一个孩子”……
今年开始，我们采取了“集爱助学”的
方式，发起更为广泛的爱心支持。今
年7月26日，我市百花小学的教师陆
春燕，在网上看到今年的求助学子姚
碗平，孩子的事迹深深地触动了她的
内心，她及时发动班级里的学生、家长
募捐了 10200元助学金，送到姚碗平
手上。“我是教育工作者，不忍看这些
孩子的求学之路坎坷，我得用我自己
的力量帮一把。”陆春燕表示。

我们有理由相信，很多年以后，
当这些寒门学子学有所成后，他们还
会想起，在多年前的一个夏天，他们
的命运是怎样改变的。

鲁迅曾说，做长者的要“自己背
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要让
他们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我们
都知道“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
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这
里的“他们”便说的是孩子们，孩子们
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少不了长者的帮
助，更少不了整个社会的帮助，而关
工委就承担起了支柱与桥梁的作用。

平湖市各级关工委通过结对资
助、牵线搭桥、表彰奖励等各种途径，
资助家庭贫困学生，2014年以来，受
助学生近 200名，发放助学奖金近百
万元。这里的工作人员清楚地知道，
帮助这些孩子们，仅仅依靠物质是不
够的，更需要有精神的熏陶，让他们
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才是对他们真正
的帮助。许多老同志亲力亲为，李良
中等亲自联系企业帮助毕业学生落
实工作，为的就是让孩子们的工作安
心、有保障，李良中更是将她退休 20
多年工作返聘补贴的11万元，全部捐
献给“协进助学基金会”，用于帮助家
庭贫困的大中小学生，让更多的孩子
受到帮助，也让他们感到社会各界对
他们的关心与关爱。此外，为了激励
孩子们积极上进、抓住机遇，市关工
委从 2004年开始，每两年一次，在全
市范围内开展优秀资助生的评选表
彰工作，在校园内开展宣传先进学习
先进的活动。截至2020年，共评比表

彰了9批382名，发放奖金148000元。
“非常感谢你们的资助，让我的

大学生活没有太多的顾虑……我通
过了党课考试，现在是一名入党积极
分子，还是一名红十字会志愿者，人
要学会感恩……”这是平湖市关工委
收到了一位孩子小婷（化名）的感谢
信。这样的感谢信还有很多，内容也
非常丰富，汇报学习成绩、诉说目标
理想、讲述学校生活……孩子们已然
将平湖市关工委当作了自己的亲人
朋友。关工委与社会各界在为孩子
们“肩住了黑暗的闸门”的时候，孩子
们感恩的种子也已种下，爱心的火炬
在慢慢地传递。平湖市关工委专职
副主任姚秀平就收到过一封感谢短
信，内容虽然不长，但其中明确表示
了孩子希望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帮
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

“我今年毕业，马上就要去参加
医院的规培了。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改变了我的一生，改变了我的家庭。”
此前受到独山港资助的学生小姜（化
名）说道。2017年的暑假，小姜在高
考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可父亲过
世、母亲患癌，还有一个姐姐同样在
上大学，让他的大学梦岌岌可危。小
姜的高中老师立即联系了市关工委，
再由独山港镇关工委具体落实帮
助。当独山港镇关工委的工作人员
蔡海中立即联系到了小姜的母亲，电
话那头尽是一位母亲的啜泣声，母亲

已经没有办法清楚地叙述下去了，蔡
海中也几近哽咽，他深吸了一口气，
调整了下心态说：“我知道情况了，你
放心吧，孩子肯定会有学上的！”

蔡海中心系小姜一家，很快就前
往了小姜家中，为其上门办理了结对
助学手续。小姜在大学期间品学兼
优，寒暑假常常在通过关工委联系的
企业、单位中实习，也热心于社区工
作与公益活动，获得不少的荣誉。由
于家庭情况特殊，独山港镇关工委也
时常关心他的母亲，为其母送去关
怀，让小姜能够安心完成学业。

平湖市关工委不仅仅只关注大
学生，中小学生同样也是他们工作的
重要内容。相比起大学生，中小学生
的心智尚未成熟，更需要精神上的关
怀、更需要细致的关照，童年的生活
可能会影响他们的一生，因此，要给
予他们一个更为快乐幸福的学习生
活环境。独山港镇关工委此前了解
到小学生小明家庭困难，父亲服刑、
母亲出走，家中的经济来源只有外出
打工的爷爷，年迈的曾祖母则照顾着
小明的生活起居。小明性格比较孤
僻、内向，独山港镇关工委便联系镇
村两级，对他进行多方面的关心，并
与学校建立联系，关注学生心理、生
理健康。独山港镇关工委肩负起了
小明父母的责任，入冬的一天，工作
人员专门联系学校，在校门口等候小
明，与他一起上街购买衣物、被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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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飞梦想，我们一直都在！”

“让孩子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我也可以帮助他们！”

打工挣钱为长辈分忧。

荣誉证书彰显感恩和勤奋刻苦。

主动承担家务。

寒窗苦读只为圆大学梦。

以爱之名，为困难学子——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市关工委拍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