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见到高明合时， 他刚结束
实验室的组会。“最近福军还在
上海实习， 我们也都在忙着论
文、实验、面试。虽然各忙各的，
但大家每天都会在寝室群里分
享见闻，感觉还住在一起。 ”高
明合笑着说。

高明合、姜博丰、陈泽文、郑
福军 4 人的缘分始于 2019 年。

“福军、博丰、泽文是竺可
桢学院混合 1704 班的，我在混
合 1702 班。 大一大二时我们都
在紫金港校区， 因为同一个班
级， 所以他们 3 个先是住在一
个寝室。 ”高明合告诉记者，因
为混合班的同学们专业都不一
样， 大三大四有些同学需要留
在紫金港校区， 有些则要搬去
玉泉校区。

“当时学院告诉我们可以优
先自由组合， 剩下的再进行分
配。因为我们 4 个人都要去玉泉
校区， 所以我们商量了一下，进
行了寝室重组。 ”高明合说。

以寝室名义设立助学金

2022 年 9 月，“浙江大学
竺可桢学院 313 助学金” 正式
启动。

每个月的第一天， 浙江大

学教育基金会都会收到备注为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313 助
学金”的一笔捐赠。

设立助学金的念头，起源于
高明合在本科期间，在浙大教育
基金会的一段实习经历。 后来他
去贵州支教， 坚定了助学意向。

“去年 3 月， 我在浙江大学微信
公众号上看到一篇文章，讲述了
我们学校外语学院的校友在毕
业 10 年后以寝室名义设立助学
基金的事。 ”高明合说，“读完文
章后特别激动，我想，这么好的
事，我们为什么不做呢？ ”

4 人一拍即合。“去年 3 月，
明合第一时间电话联系到我，
告诉我他们想要以寝室名义设
立助学金的计划， 并向我咨询
具体操作流程。 ”浙江大学竺可
桢学院发展联络专员危宇頔
说，“那时明合还在贵州支教，
所以我们通过线上沟通敲定细
节， 线下则由我与浙江大学教
育基金会对接落地。 ”

“每一笔捐赠到账，学校教
育基金会都会及时向我们反
馈。 每月首日，我还会收到浙大
教育基金会秘书长沈黎勇老师
发来的感谢信息。 ”高明合打开
手机， 给记者看了一张他 3 月
收到的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

据， 上面清晰地写明了项目名
称、 捐赠金额、 收款单位等信
息。 去年 9 月起，4 人以寝室名
义设立助学金。

爱心在校友间持续传递

如今在浙江大学，以寝室名
义设立助学金早已不是个例。

沈黎勇告诉记者，最早设立
寝室奖学金的外语学院校友，同
寝室 4 人在 2019 年 5 月浙江大
学校庆期间，与浙江大学教育基
金会签订了一份无固定期限的
捐赠协议，设立了“浙江大学外
语学院 229 助学基金”。

“截至目前 ，‘229’已连续
资助了 45 个月， 每个月 800
元， 捐赠金额已累计达 3.6 万
元。 ”沈黎勇介绍，这笔善款主
要用于资助该校外语学院家庭
困难的本科生。 之后，这一做法
在浙大校友间引发了“连锁反
应 ”，从“229”到“325”、“433”、

“313”，类似的爱心传递 ，在浙
大持续出现。

沈黎勇介绍， 外语学院另
一个已毕业的“325”寝室 3 名
校友， 去年 5 月校庆期间与浙
江大学教育基金会签订了一份
每年 5 万元的捐赠协议， 持续

捐赠 25 年。“这个数字也很有
意义， 因为去年正好是浙江大
学 125 周年校庆。 ”沈黎勇说。

计算机学院 1994 级的一名
校友看到寝室捐赠的故事，马上
跟同寝室室友们商议，去年 5 月
设立“计算机学院 1—433 助学
基金”，用于资助 2 名困难学子，
从大二到大四连续资助 3 年。

在赠人玫瑰中感受温暖

去年， 当高明合在寝室群
中发起助学号召时，4 人的一
拍即合并没有让他感到意外。
“首先我们很有默契，另外我们
有相似的志愿服务经历。 ”高明
合说。

2021 年 8 月， 作为浙大第
二十三届研究生支教团湄潭分
团团长， 高明合前往贵州湄潭
中学担任物理老师， 开展了为
期一年的支教助学工作。 其间，
通过家访， 他对同学们的家庭
情况有了一定了解。

“支教一年间，我感触很深。
如何能以自己的力量帮助孩子
们更好地接受教育，是我一直在
思考的。”结束支教后，高明合回
到学校继续研究生学业，仍旧时
常挂念那里的孩子们。

去年 11 月，高明合收到了
一条视频， 是下一届支教团成
员到他曾任教的班级进行宣讲
时，同学们一起录的。“高老师，
我们想你了！ ”孩子们纯真的笑
脸，让高明合感动不已。

实际上， 在高明合发起号
召之前， 寝室的其他 3 人也早
已萌生了资助贫困生的想法。

“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
孩子，我更加能够感受到知识对
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 ”2019 年
暑假，郑福军去青海支教，其间
他了解到一些学生由于家庭原
因无法接受高等教育。

“刚到支教学校，教学的硬
件设施比我想象中要好， 但师
资力量比较薄弱。 ”郑福军回忆
道，“一些孩子想的是高中毕业
后就出去打工挣钱， 我觉得太

可惜了。 ”
不仅要为学业努力， 还要

为生计发愁， 这成为许多贫困
生求学之路上的阻碍。“前两年
我的家人罹患重大疾病， 住院
费用较高，因此在校期间，我也
曾因为要解决生活费做过家教
兼职、卖过花、送过货。 ”姜博丰
说，“记得当时有一个家教工作
位置在非常远的地方， 来回通
勤就要两个多小时。 有时课业
繁忙，还要在地铁上写论文、编
代码。 在学业和经济的双重压
力下，身体很容易吃不消。 ”

因为自己淋过雨， 所以想
为别人撑伞。 姜博丰告诉记者，
2021 年研究生入学时， 他完成
了困难生认证， 凭此可以申请
助学金或奖学金。 今年 1 月，他
还收到了工程师学院下发的生
活困难党员慰问金。“当明合在
群里提到设立助学金时， 我觉
得这个想法不仅好， 更是我的
一份责任。 ”

作为寝室年纪最小的学
生，陈泽文告诉记者，在参与过
的一些公益活动中， 他结识了
一些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的同
学， 但一直没想好该以怎样的
形式去资助。 高明合的提议，让
他酝酿许久的想法得以实践。

“313”的 4 名同学约定，要
将这笔助学金坚持下去， 至少
20 年。

“让有能力、有机会 、有才
华的人不受其他条件的制约，
投入自己所热爱的领域， 实现
自己的价值。 这是我们以寝室
名义设立助学金的初衷。 我们
希望通过助学金， 尽可能去帮
助有需要的人。 ”高明合说，“我
们只是星星之火， 但如果能够
带动更多同学加入资助队伍，
继而形成燎原之势， 那我们也
算是作出一点贡献了。 ”

说起 20 年之约，高明合告
诉记者，20 年之后，寝室 4 人在
哪儿、 过着怎样的生活都还是
未知数，但可以确定的是，4 人
一定会坚持资助下去……

（据 《人民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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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学生接续点亮助学星火

新闻 NEWS

每 1 分钟志愿服务时长可
兑换 1 个碳积分，碳积分可兑
换景区门票、地铁出行折扣卡
等商品或服务。 在日前举行的
青年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季示
范活动中，成都市宣布 ，将志
愿服务纳入“碳惠天府”平台，
以激励更多青年投身各类志
愿服务活动。

“碳惠天府” 是成都市为
贯彻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顺应
超大城市治理规律而推出的
碳普惠机制，市民可通过参与
垃圾分类、旧物回收 、光盘打
卡、绿色出行等绿色低碳相关
活动获取积分，并在平台上兑
换各类奖励。

为鼓励青年践行绿色低碳
生产生活方式、广泛参与城市
志愿服务 ， 成都市生态环境
局、共青团成都市委联合实施
“青聚锦官城·碳惠天府”青年
志愿服务激励计划，将志愿服
务纳入“碳惠天府 ”平台的低
碳场景任务。

按照规则， 市民在“碳惠
天府”平台绑定“青聚锦官城·

城市志愿者” 平台账户后，数
据实现互通，用户可将积累的
志愿服务时长兑换为碳积分，
进而享受“碳惠天府 ”平台的
普惠福利。

记者在“碳惠天府” 平台
上看到，999 个碳积分可兑换 1
张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门票，98 个碳积分即可兑换 1
张成都地铁出行 5 折卡 。 此
外， 碳积分还可以兑换话费、
电影票、共享单车骑行卡等诸

多商品和服务。
4 月 10 日，4 名青年志愿

者代表发布了“迎接大运会·
共建幸福城”青年志愿服务主
题活动季的项目清单。 根据安
排， 成都市将在今年 4 月至 8
月围绕文明成都、 温暖成都、
宜居成都 、 绿色成都 4 个主
题，实施 100 个志愿服务项目，
引领全市青年加入到更多志
愿服务活动中。

（据 《中国青年报 》）

成都将志愿服务纳入碳普惠平台

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2017 级混合班学生（左起）姜博丰、郑福
军、陈泽文、高明合

姜博丰、郑福军、陈泽文、高明合，是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2017级混合班学生。 大三换
校区后，4人成为室友，同住在 313 寝室。 如今，4 人都在浙江大学读研。 2022 年 9

月开始，4 人以寝室名义共同设立了“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 313 助学金”，每个月向浙江大学
教育基金会捐赠 500元，用于资助来自西部地区有困难的浙大学生。

成都志愿者将种植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