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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蔡玲玲 见习记者 孔菲菲

“这6000元是女儿托我捐给华峰诚志助学基金的。”

“家里有困难的话，自己先留着用，不用急着把钱捐出来。”

“陈玲选上班了，家里条件慢慢好转，她想把手头积攒的这笔钱拿出

来，刚好助学活动又要开始了，用得着！”

市红十字会副会长卢月丽接过陈父手中这份沉甸甸的“心意”，深受

感动。陈玲选5年前在市红十字会华峰诚志助学基金的帮助下，圆了大学

梦。现在，她拿出积攒的第一笔工资，去帮助同样需要圆梦的寒门学子。

昨日，我市2017年资助清寒学子上大学暨华峰诚志助学基金10周

年活动在市委党校举行，7名像陈玲选一样曾经的受助者来到现场，无比

自豪地参加华峰诚志学子助学金回馈仪式，把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几千

元、上万元爱心款，回捐给华峰

诚志助学基金。据市红十字会

统计，目前华峰诚志助学基金共

收到 61 位受助学生回捐的爱心

款70笔，共计57.88万元。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让被爱，不再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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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老家在平阳坑的谢玉俊，按揭

贷款在市区农贸市场附近买了一套房。

10 年前，谢玉俊手捧着温州大学瓯江学

院的录取通知书时，心里沉甸甸的，为学

费没有着落而发愁，更不曾想到日后有一

天会在市区买房、安家。

“这一切，都是华峰诚志助学基金帮

助我实现的。”在谢玉俊为学费发愁时，华

峰诚志助学基金帮他圆了大学梦。他毕

业后，被华峰集团录用，成为华峰员工，车

间“老班长”手把手教他从一名三级技术

员成长为生产班长。谢玉俊的内心越来

越强大，越来越自信。

他作为班长去慰问一线员工，在员工

居住的狭小而破旧的出租房里，他仿佛看

到了多年前自己一家人的生活场景，心酸

又心疼。回去后，他和父母商量用自己的

公积金按揭贷款在市区买了房。

“华峰诚志助学基金建立了我人生中

的第一份‘尊严’，也成就了现在的‘体

面’。”买房的同时，谢玉俊拿出银行卡里

剩余的 4000 元回捐至华峰诚志助学基

金。他立下决心：“每年拿出4000元投入

华峰诚志助学基金。”

同样是华峰诚志助学基金的受助者，

董津津在毕业后的第一年，就从微薄的工

资里“抠”出了 2000 元回捐。前段时间，

她又给华峰诚志助学基金回捐 8000 元。

至此，她当初从基金“借”的钱已经“还”清

了。“人世间最难还的是‘人情’。华峰诚

志助学基金不仅给了我钱，也给了我平等

和尊重，它们一起支撑我走到了现在。”如

今的董津津自信且落落大方，她说她将继

续怀抱感恩之心，让更多的人成为华峰诚

志助学基金的受益者。

10 年来，华峰诚志助学基金设立的

初衷——诚信为人、励志成才，在很多受

助者中得到了体现。据市红十字会统计，

2009 年至 2017 年 8 月，该基金共收到 61

位受助者回馈的爱心款 70 笔共 57.88 万

元，其中 2009 年 2 笔共 4000 元，2010 年

2 笔共 4000 元，2011 年 8 笔共 28000 元，

2012 年 5 笔共 19700 元，2013 年 9 笔共

58000 元，2014 年 6 笔共 55000 元，2015

年 13 笔 共 95100 元 ，2016 年 14 笔 共

201000 元，2017 年年初到现在 11 笔共

114000元。

“以前，接受捐助学生的家境和个人

信息要在媒体上公示，这给学生带来很大

的心理压力。甚至有一些已被纳入捐助名

单的学生，无奈放弃了受助机会。”郑超豪

是瑞安知名的爱心人士，在参与捐助寒门

学子的过程中，他发现很多受助学生在爱

心人士面前抬不起头，这种自卑心理，有时

甚至影响了他们一生。也有一些学生，每

年都会给爱心人士拜年，但是他们担心，如

果哪一年不去了，这位爱心人士会不会觉

得他们不懂感恩？捐助让寒门学子放下了

经济包袱，却背上了精神包袱。

能不能有一种助学方式，让学生既体

面又有尊严地得到帮助？郑超豪想出了

将助学活动与培养大学生诚信励志相结

合的新型助学模式，它要求学生在有经济

能力的时候回捐助学金。这种既区别于

一般的资助、又不同于助学贷款的助学模

式得到了中国华峰集团董事局主席尤小

平的认同。

2007 年 8 月，华峰集团出资 1000 万

元，成立“华峰诚志助学基金”，受助学生

无需在媒体上公示家庭隐私，但在接受资

助时要签订一份诚信承诺书——在领到

第一笔资助款后的 8 年时间里，当有经济

能力时，分批或一次性向基金馈赠助学

金，用于资助其他学生，以实现基金循环

助学作用。

“基金不仅要帮助家庭困难的学生完

成大学梦，还要培养学生的自尊自强自爱

精神及社会责任感，也希望他们以诚信、

励志回报基金。”现为华峰诚志助学基金

理事长的郑超豪说，华峰诚志助学基金与

学生签订的诚信协议，是彼此的成全，是

平等、尊重、互助的前提。

在华峰诚志助学基金成立之前，董津

津曾接受过无偿形式的资助，也接受过爱

心人士的结对资助。“当我拿到那些钱的

时候，心里有亏欠，似乎有低人一等的感

觉。”董津津说，当她与华峰诚志助学基金

签下协议书的时候，心底的负担没有了，

做人也坦荡起来，心里多了一份责任感，

督促自己必须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早日

将钱回捐给基金去帮助其他人。

据悉，10 年来，华峰诚志助学基金累

计资助 593 名（合计 1513 人次）学生走入

大学校门，共发放“有尊严”的爱心款 812

万余元。 2009 年，从齐齐哈尔大学毕业后，胡

立滔去广州发展。两年后，他选择回到家

乡——高楼镇双垟村，在村里当了一名报

账员。今年，他被选举为村委会主任，成

为村里有史以来最年轻、最有文化的“村

官”。

村委会主任的工资并不高，接受过华

峰诚志助学基金帮助的胡立滔，内心更想

为家乡群众做些事情。他慰问低保户，关

心农业，最让他挂念的是，村里考上大学

的学生入学情况。

今年高考成绩公布没多久，胡立滔就

在村里调查有多少学生考上了大学，有没

有人因为家庭困难上不了学。“如果村里

有这样的学生，我一定会帮助他们解决，

我也会让他们‘体面’地接受助学。”让胡

立滔开心的是，近年来村里条件不断改

善，很少有学生上不起学。

与选择留守在基层的胡立滔不同，周

茹茹在温州大学瓯江学院毕业后，选择了

留校任职。在工作中，她做了很多慈善项

目，比如“春运施粥”、“法律移动超市”、

“红笔杆”等，获得多项省级、市级荣誉。

她说，内心感激华峰诚志助学基金给予她

的这份自由、平等、尊重，这些成为她日后

为人处世的准则。

陈玲选，这个名字，很多人不会感到

陌生。去年11月14日，22岁的陈玲选在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捐献造

血干细胞，拯救了重庆一位白血病患者的

生命。她成为我市第 4 例、温州第 28 例、

全国第6096例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

愿者。

陈玲选记得，2012年8月18日，她接

受了华峰诚志助学基金的帮助，圆了大学

梦。也是这一天，她签下志愿捐献协议

书，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

“华峰诚志助学基金给了我帮助，也

让我感受到独立的人格。我产生了社会

责任感，对他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陈

玲选说，能够回报社会、帮到别人是一件

幸福的事。

“助学活动可持续发展，让爱心延续

传递。在华峰诚志助学基金里，比金钱

回馈更可贵的，是爱心的传承，是人与人

之间的互相尊重。”在昨天的资助清寒学

子上大学暨华峰诚志助学基金 10 周年

活动上，华峰集团副总裁尤金焕说，华峰

诚志助学基金以特殊的助学模式，激发

了学子们诚信为人、励志成才、回报社会

的决心，这也正是华峰诚志助学基金的

宗旨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