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来，不管走到哪里，不管
做什么，我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一
个兴华人。 我想，未来也将会有
我资助的兴华学子。 ”一名受助
学生说。

“炭火”教授
点燃雪中炭火

赵家和做了一辈子的“炭火”。
这个“清华园里公认的绝顶

聪明的人”， 从电机系转学到无
线电系，后来又成为清华第一个
文科学院———经济管理学院的
筹建人。 赵家和 3 次转行，都是
学校建了新专业、新机构，需要
人“拓荒”。 于是，他像炭火一样
把自己燃烧在需要的地方。

退休后，赵家和选择用捐资
助学投射光热———高中阶段寒
门学子受教育的机会容易被忽
视，西部又是贫困发生率最多的
地区，赵家和遵循“边际效用最
大化”原则，从 2006 年起，不留
名资助西部贫困学生度过“最要
劲”的高中阶段。

他生前很少接受媒体采访，
抱病后才向继任者透露助学行
为， 他叮嘱：“我们这一点钱，做
不了多少事， 要坚持雪中送炭，

把钱用在最需要、 最值得的地
方，热闹的地方我们就不去了。 ”

一件 1 美元的毛衣穿十几
年，家里最先进的设备是一台老
旧的液晶电视， 垂危之际都嫌
500 元一片的进口药贵，只用 50
元一片的仿制药……赵家和是
个“抠门儿”的人，但面对那些需
要帮助的人，他从不吝啬。

2012 年，赵家和辞世，最后
的归宿是成为协和医院的“大体
老师”。 当时，医院墙上的屏幕上
写着这样一句话：“最后的死去
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
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
样，都是光照人间。 ”

“冀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
荧烛末光，增辉日月”，祖国西部
的孩子从赵家和的事迹中汲取
前行力量。

就读于甘肃省武威市天祝
一中的小何在两年前参加过兴
华助学的线上讲座，为赵爷爷红
了眼眶。 前两天，清华老师到校
再次讲起这位可敬老人的一生，
一刹那， 他想到了他的父亲，作
为高原牧区一位经济并不宽裕
的牧民， 父亲在大伯意外去世
后，收养了堂哥。“这是离我最近
的炭火精神，我也要将这种精神

带给他人。 ”小何说。

12 年初心不变
传递光热

兴华助学第一任、第二任理
事长，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陈
章武以“钱到”“人到”“心到”的
准则延续赵家和未竟的事业。

他和团队成员四处寻找渠
道，和每一个符合条件的学校校
长联系，对接学校后，坚持做到
每年走访学校、家访学生。

风雪雷雹冰霜，山高路滑坡
陡，但直到今年，已经 76 岁的陈
章武仍奔走在助学路上，确保每
名受助高中生每学年 2000 元的
助学金送达。

2017 年后，助学金延伸到大
学本科阶段，每人 2 万元，逐年
发放， 还有少量一次性 2000 元
的资助， 重点针对中西部院校、
一般院校。

不计公共交通， 截至 2022年
2月，兴华助学核心团队数百人次
跋涉的行程已超 6万公里，走访了
413户贫困学生家庭。 今年 4月，
基金会又分东、西两线下基层。

面对面交流，兴华助学与受
助学校之间“黏性”更强。 虽然没
有量化的数据， 但在陈章武看
来，“‘人到’ 在爱心款数字后面
添了一个零，‘心到’又在这个基
础上，再添了一个零，发挥出更
大的助学效果”。

当清华老师走进自己家时，
一名学生的妈妈激动极了，一遍
遍重复，“孩子考上大学，一家人
就高兴了；今后有个饭碗，一家
人的心就定了。 ”

一名土族女孩也觉得这件
事儿很不可思议，“就像遥远的
梦境成为现实”。 大城市来的教
授还注意到她墙上的奖状，夸她
学习努力。

每年走访，兴华助学还会在
受助学校开座谈会，带来前沿信

息、讲述助学初心、回答孩子们
的提问。 借这扇窗口，更多孩子
憧憬起外面宽广的世界。

在今年东线走访的 9 所学
校， 孩子们听了一场题为“Chat－
GPT———探索人工智能与未来”
的讲座。 现场，他们的思绪飘到
很远，不住提问，“木卫四旋转方
向为什么不一样？ ”“三体世界会
来吗？ ”……

他们还戴上一顶颜色是“清
华紫”的帽子，搭配不久前清华
大学团委寄来的鞋子。 捐赠帽子
的清华校友杨志明笑着告诉大
家：“我们要让你们穿上清华的
鞋，脚踏实地，戴上清华的帽，仰
望星空。 牢记清华的校训，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 ”

大爱“燎原”
希望生生不息

一片炭火引燃更多精神火炬。
兰州一家校友企业 10 余年

来为基金会的日常运作无偿提
供办公地点、办公费用和办公人
员的支持。

曾聘请赵家和教授担任财
务顾问的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
司，先后和基金会签订了两期长
达 10 年的捐资助学合作协议
书，每年捐赠 300 万元。 2018 年，
中兴通讯受到外部势力打压，企
业经营几乎窒息停顿一个季度，
仍一诺千金。

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来自
北京上海的慈善组织， 香港、河
南、 甘肃的校友爱心团队等，以
完全自愿的形式成为兴华助学
的中坚力量。

更有数以万计的爱心人士
参与助学。 天津电力公司退休女
工王娅抱病多次参加兴华助学
组织的大学阶段助学金候选人
的评审工作， 临终前留下遗嘱，
把唯一的房产捐给了基金会。 其
善行义举催生“涟漪效应”，她所

在公司一次就有 9609 名员工为
兴华助学慷慨解囊。

曾任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的何郝炬和他从清华大学建筑系
毕业的妻子将毕生积蓄捐给基金
会， 还将兴华助学引到四川达州
市开江、 宣汉两县的 4 所乡镇高
中，每年资助 460名高中生。

12 年助学，没有一名理事从
基金会领取报酬；爱心人士参与
活动产生的食宿差旅费用，由他
们各自负担。

大伙儿还想做更多的事情。
钱小军迫切想知道孩子们的心
声，对接孩子们更渴望的资源。比
如， 请清华的学生给高三同学做
高考前的学习辅导； 针对农村孩
子的心理问题提供线上咨询；在
寒暑假组织游学活动； 鼓励爱心
人士与受助学生书信往来……

这份爱收到的反馈是孩子们
在艰苦条件下学习的劲头、 家长
们支持儿女学习的信心以及孩子
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希望， 是光
热延续，是梦想的生生不息。

在落落大方展示了歌喉和
舞蹈后，藏族女孩才藏满怀憧憬
地说，她要报考重庆大学的舞蹈
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 她
的文化课成绩有点儿不达标，坐
车时， 她总会掏出一本口袋书，
背诵知识点。

还有学生下定决心， 要努力
学习，考到赵爷爷工作过的地方，
去学着做个像他一样的人。“赵爷
爷捐资助学的初心像一粒火种，
点燃了我与命运抗争的勇气，也
点燃了我投身公益的决心。 ”

炭火精神同样激励着基层
教师。 天祝民族中学的校长秦生
权表示，如今，在他们学校，很多
教师结对帮助困难学生，辅导功
课、做心理疏导、赠送学习用品、
生活用品，“做不到太高的水平，
也要尽全力培养学生成为对社
会有价值的人。 ”

（据《中国青年报》）

”

2011 年，退休后一直默默捐资助学的清华大学经
济管理学院教授赵家和，因病无法继续公益

助学事业。 他委托自己的学生兼同事陈章武筹备成立甘肃兴
华青少年助学基金会（以下简称“兴华助学”），并捐出自己多
年讲学、做顾问、投资得来的全部积蓄 1409万元。

12 年后，这片炽热的雪中炭火，已为无数贫家学子照亮
人生之路。

新接任基金会理事长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副院长钱
小军介绍，截至目前，兴华助学已与甘肃、青海、四川、河南等
四省九市 17 个贫困县区的 24 所优秀中学签订了兴华捐资
助学协议书，捐资超过 4000 万元，累计资助高中生 8000 余
人，并有 870余名学生在考上大学后获得延伸资助。

爱心助学对受助学子不仅是经济上的帮助，更是心灵上
的激励。 在“炭火”精神的感召下，越来越多受助学生接棒爱
心“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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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载助学
梦想的“炭火”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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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4 月初，兴华助学团队到受助学校、受助学生家中走访

“炭火教授”赵家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