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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一点多 ， 康圣洋还在桌前备
课， 这是在为他自己组织的暑期辅导班
准备的课程内容， 课程就开在他的家乡
贵州毕节。 这是活动开始的第4天， 第
二天早上他还要六点半起床， 要赶在学
生之前安排好一天的活动。 这个夏天，
康圣洋放弃了难得的假期， 用自己微薄
的力量帮助更多家乡的孩子。

去年的这个时间， 康圣洋刚刚得到
通知 ， 自己通过了 “加多宝·学子情 ”
公益助学行动的申请， 获得了5000元的
奖学金， 当他听到这个消息时， 悬着的
心终于落了下来， 这是他大学第一个学
期的学费， 在这之前他完全不知道钱要
从哪里来 。 这项助学行动是加多宝在
2001年发起的以资助应届高考贫困生为
主的公益助学项目。 截至去年， “加多
宝·学子情” 爱心助学项目资助总金额
已经累计超过6000万元， 除他之外还有
12175名贫困大学生得到了捐助， 圆梦
大学。

15年的探索实践让 “加多宝·学子
情” 公益助学项目开创性提出 “发展型
助学” 模式， 在给寒门学子提供帮助的
同时向他们传达一种 “以善促善， 人人
公益” 的价值理念。 期间企业通过爱心
岗位、 一堂课支教等活动， 提升受助学
子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公益意识， 进而建
立对自我、 对生活的信心， 树立甘于奉
献的公益理念。

在拿到钱的那一刻 ， 康圣洋就明
白， 自己是靠他人的爱心获得的机会，
所以也要将这份爱心传达出去。 一年以
后的康圣洋已经从一个濒临辍学的准大

学生变成了华中科技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的大二学长 。 这个辅导班他策划了一
年， 他想让家乡更多的孩子考出来， 见
见外面的世界。

一波三折， 爱心接力传
递家乡学子

开补习班的想法来自于和学校老师

的一次交谈。 刚来到武汉的康圣洋非常
不适应大城市的生活， 十分怀念在家的
日子， 思乡心切的他很希望能在学校找
到一个老乡， 但是一直没能找到。 一次
几个大一新生一起和学校的一位教授吃

饭， 期间教授问起在场学生是哪里人，
在告诉老师自己是贵州毕节的后， 老师
无心之中向康圣洋问道： “你是那边的

状元吧。” 这句话大大刺激到了康圣洋，
“我的成绩是达不到状元的标准的， 是在
其他地方人心中 ， 贵州学生成绩都不好
吗。”

为此他萌生了回家为家乡的孩子们办

暑期辅导班的想法。 他认为自己读大学的
机会来自他人的资助， 虽然还没有经济能
力资助其他学生， 但自己的知识水平足够
帮助家乡的学生们提高成绩。 在和其他的
同学讲过自己的打算后， 他找到了3个有
同样想法的朋友， 计划一起开这个课业辅
导班。 说干就干， 几个年轻人凑了一笔资
金， 招收了一批学生， 联系了场地， 小小
的辅导班就要开办了。 但就在最后， 康圣
洋得到了一个如晴天霹雳般的消息， 一个
学生的家长告诉他， 暑期办辅导班是不被
允许的。

这个消息让康圣洋傻了眼， 他是此次
培训活动主负责人 ， 孩子们都要来上课
了， 朋友和自己的钱也投进去了， 可是竟
然不符合法规， “那段时间我甚至有点想
不开。” 他打电话给自己的父亲， 父亲劝

他算了吧， 让他用剩下暑假的时间出去散
散心。 但他不愿意， 他告诉自己的同伴，
辅导班一定要办下去， 如果没有办法集中
上课， 就去学生家里上。 后来他仔细了解
后才发现， 规定中禁止在校老师在外开设
补习班， 像他这种大学生开设的辅导班要
求中并没有涉及。 了解清楚后的康圣洋和
他的朋友们兴奋地整夜都没有睡觉， “太
高兴了， 我们那天晚上就备了通宵的课，
能继续上课感觉真好。”

小风波过后康圣洋的辅导班顺利开课

了， 为此他过上了每天只能睡5个小时的
辛苦生活。 他们一共招收了40多名学生，
年龄从小学一直到高中， 他本人也要负责
数学、 英语等多门课程， 还要负责家访，
学生来回交通等许多事情， 但在他看来辛
苦也是值得的， 因为他知道， 自己这一个
月的辛苦可能给这些学生带来更多转机。

“穷人家的孩子更需要帮助”
问起康圣洋对这几天当老师的感觉，

他直言到 ： “不好教 。” 因为地方偏远 ，

教育理念偏差较大， 康圣洋在上课的过程
中遇到许多困难。

他的班上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学生。 其
中一个学生是他的堂弟， 和他同年出生，
但是今年刚刚小学毕业。 这是因为堂弟的
父母认为基础要打扎实， 就让他上了两个
三年级， 三个四年级， 一路耽误到现在。
康圣洋认为他最大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办法

独立思考。 “他的父亲教育他的方式非常
粗暴， 做错了就打， 也不说为什么。” 这
个学生平时做事情非常小心， 生怕做错，
做题的时候遇到没有写过的题目手都会发

抖， 不敢下笔， “我和他讲你一定要自己
来做， 不然永远不会做。”

还有的学生会被家庭给拖累。 毕节有
很多留守儿童， 康圣洋班上也有一个上小
学的女孩子， 她独自一人带着两个弟弟在
家里生活， 父母除了给他们打钱之外没有
办法再提供帮助， 她家里被偷过两次， 木
制的门被小偷整个锯下了锁， 当时三个孩
子都醒着， 都不敢出声。 这个小女孩虽然
还在上小学， 但平时像个小大人， 能把两

个弟弟照顾得井井有条 ， 邻居都夸她能
干。 但就是这样的学生对康圣洋来说也是
个问题， “她太容易分心了， 一提弟弟出
了什么问题立马就赶过去， 自己的学习情
况完全不放在心上。” 这样的学生成绩自
然跟不上， 她自己心里也认为相比起教
育， 生活更重要。

这样的想法不仅仅是这个女孩有， 许
多当地人也都有这样的情绪。 一次放假康
圣洋回家， 在一家人相聚的饭桌上， 一个
亲戚的话让他印象深刻， 这位亲戚的孩子
高中毕业就去了江浙一带打工， 如今已经
工作几年了， 他和康圣洋炫耀自己的儿子
每年能寄多少钱回家， 说读大学还要拿家
里的， 这样还不如不读。 这让康圣洋心里
很不是滋味， “有的时候和他们真是没有
办法交流。”

但除去这些困难， 开班的过程中也有
许多学生让康圣洋眼前一亮。 开班初期，
另一个地方的一个学生联系到他们， 希望
去他们学校上课， 但是从他家到康圣洋的
补习班有四五公里的路程。 康圣洋原计划
并不打算去那里招生 ， 家长也打算放弃
了， 但就在电话里， 这个孩子坚持一定要
来 。 康圣洋答应他， 如果你能找到10个
学生 ， 就给他们包车 ， 结果在开学的时
候， 这个孩子带来了十几个人 。 每天中
午十二点半， 这十几个孩子的家长会轮
番给这些孩子送饭 。 “一到点就会有个
大人骑着摩托等在门口 ， 那十几个孩子
就一起去拿饭盒， 已经成了我们这里的
一条风景线了。”

这里的孩子有不顾家长反对过来补课

的， 有早上要先割完猪草再来学校的， 也
有生活条件很好的市区的小

孩， 他们的父母都在身边， 完
全不用担心生活， 相反正是那
些穷苦人家的孩子更需要帮

助。

加多宝助力寒

门学子，“以善促善，
人人公益”

如今站在讲台上的康圣洋

已经成了一个帮助他人的人，
但其实他自己这一年的大学生

活也过得并不顺利。 从 “加多
宝·学子情” 公益助学项目那
里得到的奖学金虽然够付学

费， 生活费又提上了议事日程， 他想过
找份兼职 ， 无奈土木工程专业课程太
多 ， 要从周一上到周五 ， 周末还要补
课， 他实在力不从心。 这个时候， 他的
几个姐姐向他伸出了援手， 每人每月给
他提供300元钱， 他不愿意白拿， 坚持
让每个姐姐给他打欠条， 才肯接受这笔
钱。

虽然生活比较艰难， 这一年的大学
生活康圣洋还是收获颇丰， 他的专业课
成绩排到了年级第10名左右， 除此之外
他还担任了班里的管理职务， 参加了学
校的笛箫协会 ， “还参加了一次音乐
会， 我好像还有一点点天分。” 他开心
地说道。

他感激去年来自 “加多宝·学子情”
公益助学项目的资助， 是这份资助才让
他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 他希望自己能
把这份爱心传递出去， 让企业的爱心获
得更多的价值。 这份爱心的受助人数也
在不断扩大， 今年， 加多宝将继续出资
1000万元， 在全国寻找2000名寒门追梦
学子， 帮助他们圆梦大学， 同时也将继
续发展 “发展型助学” 模式， 开展 “一
堂课” 支教等活动， 让更多的受助学生
体会到企业 “以善促善， 人人公益” 的
公益理念， 让爱心在这些学子心中生根
发芽。

对于未来的打算， 康圣洋希望能继
续深造， 最终成为一名工程师。 他希望
自己毕业后能回家工作， 为家乡做点事
情， “我们那里每逢赶集就要堵， 人和
车都过不去， 等我学成了， 这些路都让
我来修吧。” （翁书婧）

加多宝15年助学 爱心传递
往届受助学子康圣洋： 我想让家乡更多的学生考上大学

康圣 洋

在 给 学

生上课

康圣洋在给学生辅导作业

“昔日救亡闯雄关 ， 沙场何惧险与
难 ， 短兵相接歼倭寇 ， 甘将热血铸江
山！” 91岁的抗战老兵王启正大声念着自
己所作的诗。 现在湖北宜都老家务农的王
老写得一手好字， 几十年来他种田之余爱
好写对联。

1943年， 19岁的王启正参军编入国民
革命军第79军194师， 先后参加过鄂西会
战、 湘西战役， 并转战广西、 贵州等地。
王老的头部、 右臂、 左腿留下的伤口到现
在还会隐隐作痛。

宜昌地处长江西陵峡口， 上控巴蜀，
下引荆襄， 自古为 “川鄂咽喉”， 兵家必
争。 抗战初期， 华北沦陷， 长江流域的上
海、 南京、 武汉接连失守， 陪都重庆岌岌
可危， 宜昌旋即成为陪都门户。 1939年至
1945年， 以宜昌为中心， 在近20万平方公
里的广大区域， 中日两军进行了6年之久
的拉锯战， 以争夺对江汉平原、 洞庭湖流
域地区和陪都门户的控制权。

宜昌军民的坚持抗战不仅仅拱卫了陪

都重庆， 更削弱了当时世界法西斯嚣张气
焰。 鄂西大捷让世界反法西斯人民为之振
奋。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雷诺尔斯
称： “中国军队在鄂西之大捷， 足以表现
中国军事力量， 乃联合国家制胜战略中不
可或缺之部分。”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也专
门到鄂豫边江汉抗日根据地采访， 亲眼目
睹新四军五师抗击日寇的场景。

长期处在与日军正面作战的宜昌地

区， 当地百姓参军抗战十分踊跃。 作为第
五、 六、 九战区重要兵员的补给地， 宜昌
如今健在的国民党抗战老兵还有30余人。
这些老兵大多在战场上负过伤， 是从死人
堆里爬出来的。

宜都五眼泉镇响水洞村90岁的老兵龚
道荣， 右手大拇指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军机
枪打掉。 后来炮弹把他的右肩划开3寸长的
口子， 龚道荣让卫生员简单包扎后又返回
战斗。 他忍着巨痛， 与两个鬼子拼刺刀，
一枪刺中一个鬼子， 但右胯却被另一个鬼
子刺中， 幸好战友及时赶到他才得以脱险。

这些老兵中近一半人在抗战结束后退

伍回乡， 有的老兵甚至步行数月才回到村
里。 新中国成立后， 不少人因为有文化、
见过世面， 在人民公社时期担任队干部。
在物质极端匮乏的岁月里， 脱下军装的老
兵们用勤劳挑起了生活的重担。

老兵刘永和为了抚养10个孩子， 白天
参加队里劳动， 半夜起床到10多里外的雾
渡河打鱼， 十多年如一日， 将孩子们拉扯
大，大儿子还当上了村支书。长阳县贺家坪
七里坪村，抗战老兵姚明锏不仅把5个子女
养大，还将小儿子培养成留美的科学家。

骁勇善战的老兵们保留了中国农民终

身劳作的传统。 95岁的吴栏远， 一辈子不
烤火取暖， 一辈子不贪睡困觉， 虽然身体
多处受伤， 但至今仍能手起刀落劈柴。 在
他们归于平静的生活中， 有的老人甚至是
第一次对外讲述那段抗战的历史。

宜昌老兵
李亚隆摄影报道

湖北省当阳市玉泉办事处焦堤村， 92岁的抗战老兵徐自美探访抗战遗址七孔岩日军碉堡。 此碉堡于1940年日军占领当阳后修建，
不远处即为国军第六战区防地。 作为国民革命军第79军194师的一名士兵， 徐自美曾在长沙、 常德、 衡阳等地参加抗战。

曾参加鄂西会战 、 衡阳保
卫战等战役的老兵白传志

经常独自沉浸在对战友的

思念中。 现年88岁的白老
与儿子生活在一起。

曾在国民革命军第79军194师参加抗战的老兵王启正写
得一手好字， 退伍以来他种田之余靠写对联补贴家用。

90岁的龚道荣一抬起右手就想起抗战往事。 老人曾在国民
革命军第14军94师参加抗战， 在衡阳作战右手中致残。

86岁的夏道云一生喜爱穿军装， 每天坚持走路。 作为国
民革命军第66军199师老兵， 夏老在常德会战中受伤。

国民革命军新一军30师老兵胡代文现在宜昌市福利院养老，
他平日喜爱唱歌和下象棋。 抗战期间， 正在恩施中学读书的
胡代文， 主动报名参加了青年军， 1944年参加缅甸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