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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是受助者，今为捐赠人
本刊记者    黄   婧

刘松，环境学院大三学生，曾任勤工助学大

队人文社科图书馆助理分队宣传副分队长。

罗颖，建筑学院大三学生，勤工助学大队餐

饮服务分队分队长。

两位青春年华的女生，学习着不同的专业，

身处不同的勤工岗位，她们互不相识，但有一个

共同的身份——曾是“清华校友励学金”的受助

者，现在，又都是“爱心勤工励学金”的捐赠人。

获得

校友的行动是最好的正能量传递，超过资金

的意义。

初入清华园，喜悦与压力同在。尽管老师宽

慰说，家庭情况是个人无法选择的，而且学校决

不让一个勤奋而有才华的学生因为家庭经济困难

而辍学，请同学们不要有负担。但两个年轻女孩

还是暗自发愁过，直到她们分别获得了“清华校

友励学金”的资助。

得到“陶葆楷励学基金”时，刘松心中的激

动甚至大于欢喜。陶葆楷学长是清华环境系的开

山级大师，刘松报考环境系也是因仰慕大师而来。

如今得到以陶葆楷学长名字命名的励学金，感觉

和大师的距离更近了一步。

罗颖也有同感，她获得的“梁思成·林徽因

励学基金”也是“名师励学金”项目中的一项。

得到资助的两个女孩从没见过捐赠的校友，

也没有机会和校友面对面交谈，只能通过感谢信

表达心情。罗颖说：“我们知道，校友的爱心并

不是针对某个同学，他们是在用行动表达对学校

的感恩，对清华精神的传承。我们加入“爱心勤

工励学金”，有做公益的动力，也是因为受校友

的影响。”校友的行动是对学生最好的正能量传

递，甚至超过资金的意义。

给予

在有能力的时候助人，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

虽然得到了励学金的资助，两个自强的女孩

也没有停下自立的脚步。她们先后加入勤工助学

大队，以劳动获取报酬。刘松在人文社科图书馆

分队，负责书籍整理和宣传工作。罗颖在餐饮分

队，具体工作呢，她说，自己是桃李园餐厅一个“浪

漫的服务生”。

得到“清华校友励学金”的资助，加上勤工

的工资，两人的生活和学费都有了保障。刘松算

了一笔账，如果每月勤工可以拿到 600 元工资，

生活费只需要 400，还能剩下 200 元。剩下的钱

为更好地实现勤工助学的育人功能，提升学生的公益服务和感恩回馈的意识，自 2009

年起，清华大学学生勤工助学指导中心与学校相关部门合作，推出“爱心勤工 励学助困”活动，

为学生参与志愿公益提供一个平台，倡导广大在校学生在获得国家、社会、学校和校友资助

的同时，也能以力所能及的方式贡献自己的力量。通过利用课余时间参与勤工助学捐献报酬

的方式，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奉献爱心。

“爱心勤工 励学助困”活动已经成功举办 7 年，得到学校各部门以及同学们的大力支

持和踊跃参与。截至 2015 年共有 1901 人次参与该活动，岗位劳动达到 4452.1 小时，捐献

报酬 59090.55 元，共资助了 10 位同学。2014~2015 学年春季学期爱心勤工，全校总共有

172 名同学参与其中，捐献工时总数为 547.5 个工时，捐献总金额为 10246.05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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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什么？刘松和罗颖都没有犹豫：捐入“爱心勤

工励学金。”

之所以选择这个方式，一是因为方便，工时

直接计入捐赠数中，这部分工资就不再发放到个

人，而是归入“爱心勤工励学金”账户。刘松说：

“只是举手之劳嘛。”另一个原因是，在接受过

校友帮助的同学心中，在有能力的时候助人早已

是一个自然而然的选择。在勤工助学大队，像刘

松和罗颖这样，曾获得“清华校友励学金”资助，

如今又身体力行帮助别人的同学有很多。

刘松特别提到，“爱心勤工励学金”的管理

完全公开透明，同学们捐出的工时、工资的去向

都有明细，定期公开，也可随时查询。记者好奇

问到她们捐出的工时去向何方时，两个女孩齐齐

摇头：“没有注意过。”

“当你只是为了做公益而去做时，可能并不

会关心这些钱具体做了什么，而且励学金的管理

很正规，我们都很信任学校。”罗颖补充道。

既是付出，也是收获

做公益将是人生中一直存在的一部分。

随着年级升高，阅历丰富，更多机会向学生

们敞开。如果只是为了报酬，她们的选择还有很

多。但是从加入勤工岗位到现在，两个女孩都没

有离开过，而且准备做到大四最后一学期——因

为勤工岗位只对本科生开放，此后她们将依依不

舍地告别自己的工作。

一个工时二十元左右的工资，对她们来说其

实已不是价值最大化的选择，何况很多同学都保

持着定期将工时捐入“爱心勤工励学金”的习惯，

自己最终获得的并不多。刘松说，他们之间流传

着一句话：“为报酬而来，但不是为了报酬留下。”

勤工的岗位做了几年，两个女孩各有心得。

刘松除了在文科图书馆的本职工作，还在承担分

队勤工励学的宣传任务。

她负责人文社科图书馆分队的微信公号，定

期更新内容，讲解勤工岗位的工作，介绍“爱心

勤工励学金”，希望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

来。而且颇有成效，身边好几个同学都受她影响

加入勤工队伍，有些同学经济无忧，大部分工时

都捐给了励学金，她们加入的初衷也是为了公益。

至于罗颖，她说：“勤工是一个选择，在工

作中收获到的不仅是工资，还有更多精神上的东

西。而且，好多同学课余时间都奉献给了社团，

社团一点工资都没有呢，他们也做得很开心。”

为什么这么说呢？去年，罗颖和小伙伴们一

起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协会”，并且在假期深

入江西山区做支教。十天的行程不算长，但他们

精心策划的课程深受孩子们欢迎，随时敞开大门

的谈心更是影响了这批正值叛逆期的孩子们的性

格和言行。家长现在还常常和小老师们通电话，

聊聊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

更重要的是，罗颖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接触到

很多学长，这些清华人将公益与事业相结合，以自

己的力量帮助了更多的人。学长的精神感召给了她

新的激励，公益和助人，是一种清华人的使命感，

也是清华精神的传承。

“你们以后有没有想

过把公益作为事业来做？”

“现在对未来的规

划还不是很清晰，但是觉

得公益应该是人生中一直

存在的一部分了吧。”两

个女孩相视而笑。

由“ 清 华 校 友 励 学

金”而萌芽的小小愿望，

正在成长为苍天大树。刘松参加民乐队的演出 罗颖（左）在贵州纳雍支教时与当地的学生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