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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胡金林 于 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

10 月 18 日晚，温州商学院举行 2022
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励志校友帮扶行动”

启动仪式，浙江温州泰顺的李秋红受邀

参加。母亲因为聋哑平时几乎不出远门。

李秋红第一次带着母亲和 6 岁的小儿子

去看看那些给予她很多温暖的人，去赴

一场关于感恩的暖心约定。

2005 年，李秋红读初二，父亲重病，

母亲聋哑，家庭困难，她面临着辍学的困

境。那时，温州商学院（当时叫温州大学

城市学院）正在发起“寻找山里最需要帮

助的孩子”助学活动，李秋红成了受助人

之一。她得到了学费和生活费的资助，从

初二开始到大专毕业。“当年的助学结对

仪式真是历历在目，至今还能想起参观

图书馆、学生公寓时感受到的震撼，我就是

在那时候萌发了想上大学的强烈愿望。”

李秋红从上大专开始，总会抽空到

敬老院做志愿者，还参与了残奥会的志

愿服务。2020 年年初回乡遇上新冠肺炎

疫情，她作为党员代表，与村里 10名党员

一起轮流值勤。如今，她在村里当志愿者，

帮助村里的老人、小孩和妇女，受到村民

的称赞。

17 年前，温州商学院创始人张汉鸣

发起“寻找山里最需要帮助的孩子”大型

助学活动，帮助 100 多名“苦孩子”圆了

求学梦 。17 年过去了，这些孩子不仅没

有忘记这份爱，更想用他们现有的力量

帮助励志学子，把这份爱延续下去。

“前几天我无意中看到温州商学院

启动励志助学圆梦行动，内心很激动，一

下子又想起了 17 年前的那段日子。”李

秋红说，“只有贫穷的口袋，没有贫穷的

脑袋，我希望大家都有去读书的机会并

且好好珍惜它。对我来说，这个世界是温暖

的，我希望其他有困难的孩子也能体会到，

所以我想加入进来。”

2006 年，超强台风“桑美”正面袭击温

州，温州商学院联合温州市慈善总会等成立

“爱心专列号”，注入首笔爱心款 100万元，救

助因灾失去亲人的孩子和孤寡老人。2015
年，捐赠 1亿元设立张汉鸣慈善公益基金，重

点帮扶与救助社会上最需要帮助的人。

“爱心专列号”成立以来，累计 8 万多

人次参与 3700 多项爱心志愿活动，涵盖助

学、环保、文明创建、乡村振兴等领域，涌现

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中国红十字会

“会员之星”、全省最年轻的造血干细胞捐

赠者，以及全国志愿服务示范团队“e 米阳

光”等学生公益团队和优秀个人。

2006 年 8 月 10 日，桑美台风袭击温州

苍南，贵州女孩杨春笔在废墟中待了 13 个

小时后被救出，她的 9 位至亲在这场台风

中不幸身亡。

温州商学院组织大学生陪她度过心理

孤独期，从悲伤中走出来。

“小春笔，哥哥教你画画！”“别，还是跟

我学摄影吧”“小春笔的腿比较修长，我看是

个跳舞的好苗子。”小春笔到温州商学院后，

成了大学生特别关爱的“妹妹”。经过安排，

每天有 5 名大学生轮流陪护小春笔，帮助她

尝试各种新鲜的事。渐渐地，小春笔跟这个

世界有了新的连接，也终于重新站了起来。

“其实这对学生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

的教育，让他们懂得如何去照顾别人，懂得

如何献爱心。”温州商学院教师张庆和说。

小春笔康复出院时，温州商学院向社

会承诺资助小春笔到大学毕业。

一句承诺就要帮到底。之后，学校帮小

春笔解决了户口问题，并将她送到温州市

白鹿外国语学校读书。2019 年，小春笔从温

州商学院毕业，目前工作稳定，生活幸福。

“以前只听说过有校友反哺母校，没想

到母校还继续关心已经毕业的困难校友。”

在温州商学院 2022 级新生开学典礼暨“励

志校友帮扶行动”启动仪式上，葛鹏飞接过

公益基金资助款，泪洒现场。

就在几个月前，温州商学院在例行回

访往届毕业生就业情况时发现，部分困难

群体校友至今尚未就业。首批受助的 8 名

毕业生分布全省各地，都属于低保、零就业

家庭或残疾人等困难群体，都是在校期间

表现优秀，且都受过学校“圆梦助学”的资

助，毕业后积极向社会反哺爱心。因生活不

能自理难以就业的葛鹏飞就是其中之一。

2020 年 9 月初，患有肌肉营养不良症

的 杭 州 男 孩 葛 鹏 飞 考 上 温 州 商 学 院 的 专

升本。

温州商学院开启了有针对性的爱心帮

扶行动：为葛鹏飞母子安排了一间两人间

的宿舍，便于葛妈妈照顾孩子；针对洗漱、

如厕等方面进行适当改造；安排落地床和

写字桌，方便葛鹏飞就寝和学习。除了国家

助学金和助学贷款外，学校还启动“圆梦基

金”，消除了葛鹏飞一家在学费上的后顾之

忧，并为葛妈妈在校内安排了一份后勤保

洁工作。

毕业后，葛鹏飞接了一些设计相关的

工作。在学校的牵线搭桥下，校友朱瑜和葛

鹏飞签订创业项目帮扶意向协议书，承诺

以自办的公司名义落实后续的就业帮扶，

并倡议每一位有能力的校友都加入到励志

校友帮扶行动，与母校携手共同促进困难

校友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善意在一代代学子间传递，越来越多

的受助者主动加入爱心队伍：他们中有人

毕业后回乡创业，为学弟学妹提供就业机

会；有人开展知识类讲座，鼓励孩子们用知

识改变命运；有人组织公益活动，丰富孩子

们的课外生活⋯⋯

实际上，每一次的帮扶背后，都是一次

“量身定制”。不仅要考虑受助人的实际情

况、综合因素，更要考虑受助人的自尊心。

如何更有效切实地帮助到受助人，是值得

思考到一件事情。

“知识可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爱心

也会让一个人更加温暖。我们的爱心专列

号也一直在运行，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无

论是在校生还是毕业生，他们终究是学校

的孩子，学校要始终关注关心他们的成长

成才。”学校创始人张汉鸣说。

只有贫穷的口袋，没有贫穷的脑袋

没有终点的“爱心专列号”

□ 沈杰群

“退休阿姨组团翻拍
《甄嬛传》 ”走红，随之
引发关于版权问题的争
议。自娱自乐和侵权风险
之间的界线值得注意。目
前，《甄嬛传》 剧方要求
删除和下架公开传播的成
片视频。

《甄嬛传》 播出 11 年
之久，依然在舆论场占有
一席之地，最近，一群平
均年龄“60+”的退休阿
姨、叔叔前往横店，自掏
腰包翻拍 《甄嬛传》。网
上传播的成片视频里，网
友看到这个素人“剧组”
服化道挺讲究，阿姨叔叔
们有模有样演绎了“甄嬛
回宫”“滴血验亲”等剧
中经典片段，居然赢得了
不少拥趸。

这场围绕“普通人翻
拍经典剧”的争议，让我
们看到了什么？从“法”
与“情”两个维度出发，
我们又能从中得到什么样
的启示呢？

这次网友们看到“退
休阿姨版 《甄嬛传》 ”，
看着父母辈的他们，快乐
演绎自己烂熟于心的“甄
嬛梗”，此间产生的“差异
感”自带新鲜和趣味。一个
共同喜爱的文艺作品仿佛
抹平原本固有的代沟，让
两代人距离被拉近，进行
顺畅而轻松的对话。

不过，无论多新潮有
趣、深得游客青睐的玩
法，作为组织者的公司必
须首先考虑法律层面的潜
在风险。

据媒体报道，普通人去横店圆电影
梦，这一产业发展已有年头。在横店影视
城穿古装、吊威亚、化特效妆⋯⋯不必具
备任何表演基础，几个小时就能过一把戏
瘾，做最爱的剧中人，甚至还能拥有一场
专属的开机仪式和杀青仪式。

很显然，表演《甄嬛传》的阿姨们是
自己拍了玩，并未将该片作为商用。但公
司应当重视版权问题，毕竟在张罗普通人
拍“微电影”这件事上，公司具有营利性
质，若未得到剧方授权，组织翻拍影视作
品的行为存在侵权风险。

剧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如果
是自娱自乐拍了玩不涉及营利，是可以
的，他们希望看到老人快乐，但也借此机
会普及作品的知识产权常识，有商业用途
还是要征得版权方的授权。

如果很多中老年人都有“普通人拍影
视剧”的兴趣和梦想，那么商业公司组织
翻拍的模式如何更合法合规，这是接下来
该产业应该改变和完善的部分。

法律问题之外，站在情感层面，“退
休阿姨版 《甄嬛传》”爆红也让我们思考，
其实在当下，年轻人越来越关注“银发族”
的精神生活该如何丰富起来，爸爸妈妈们
可否过上真正健康快乐的退休时光？

这次参与翻拍的阿姨们，在“花絮”
视频中分享了拍摄感受。有的阿姨双手比

“耶”，说好开心，体验当明星的感觉，有
阿姨说圆了年轻时候的梦。而年轻网友们
为这些阿姨多姿多彩的退休生活感到开
心，还有人感慨“我老了也要和最好姐妹
们一起这么玩”。

物质条件变好，科技手段进步，帮助
退休老人拓宽了视野，为了他们增添了不
少娱乐选项。除了传统项目，“银发族”
们也能渐渐学习和习惯于去五花八门的
App里网购、追剧、看资讯、刷视频等。

但是，“银发族”生活的真正品质，以及
他们精神层面的满足程度，需要我们年轻
一代更加深入、耐心地关注和考虑。比如，
一些老人退休后的生活或许还是被家庭

“捆绑”的，“被召唤”去陌生城市帮子女们
带孙辈，又累又孤单。又比如，一些老人娱
乐生活比较单一，沉浸在手机小屏幕里上
网一整日，缺乏现实生活的正常社交。

据媒体报道，这次“退休阿姨翻拍
《甄嬛传》 ”的促成者是其中一位阿姨的
儿子，因为看到妈妈退休生活很无聊，状
态欠佳，所以想到这个主意。

我周围有些朋友发现父母爱用手机记
录生活，就鼓励其当起了短视频博主，向
陌生人展示与分享自己的生活。有了他人
点赞关注，老人们玩转短视频的热情比年
轻人还足，有的喜滋滋教网友做家常菜，
有的展示家乡自然风物。

对于“银发族”的空闲时光和娱乐方
式，年轻人一方面应当按照他们享受和理
想的方向展开，支持、尊重他们的真实意
愿；另一方面，也可协助“激活”一些既
健康又愉悦的新玩法，带他们感知生动美
好的生活体验。

近来，“松弛感”这个词很流行。放
下纠结和焦虑，过上松弛自在的人生节
奏。这个词，也很适合于今天的“银发
族”。我们非常希望父母的人生下半场，
平安喜乐，自由自在。

银发

《甄

传

》戳中了年轻人哪根神经

□ 夏 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跃入河水连救两人，与参加省运会游泳比赛所需

要的勇气，哪个更大？今年 32岁的李俊给出了答案。

“许姐，我拿奖了！”，在江苏常熟市董浜镇看自

家店的许华柳接到了“弟弟”李俊的报喜电话。

许华柳高兴得立刻放下手里的活儿，“小松（李

俊的小名），祝贺你！等你回来家里吃饭啊！”

就在当天，李俊这位游泳断训 14 年、右腿残疾

的小伙儿在江苏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夺得

S9 级 100 米仰泳银牌和男子 S9 级 50 米自由泳铜牌。

两人并不是亲姐弟。他们结识于 4 个月前，当时

许华柳母女不慎落水险些丧命，是李俊将母女俩救

起。从此，这个贵州青年在他乡有了家人。

水中救人的侠义小伙儿

5 月 10 日早 7 点，与往常休息日一样，李俊拿着

鱼竿，来到常熟市董浜镇香悦四季雅苑围墙外的河

道旁，寻了一处好位置坐下来。

快到中午 11 点，李俊看到在河对岸玩耍的小女

孩脚下一滑，落入两米深的河里，女孩在水里不停地

挣扎，发出“呜呜”声音，向河中央漂去。

此时，女孩妈妈许华柳正在河边摘野菜，李俊马

上大声提醒，“小孩掉水里了！”

许华柳快步跑到河边，迅速跳入河里。“下去的

时候，我拽住了女儿的衣服，那个时候还是有意识

的，我抓住衣服只想把她往上面托，托了几下，我不

会游泳，也没力气。”

许华柳一下子沉下去了，咕噜咕噜喝了几口水。

许华柳回忆，她越是用力将女儿推向岸边，就越

是往下沉，浑浊的河水淹没了口鼻，“当时我心想，我

们娘俩今天也就在这里结束了”。

恍惚之间，许华柳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将她

推向岸边。直到上了岸，许华柳才发现是刚才那位钓

鱼的男青年救了自己。

随后，女儿也被抱上岸。但此时，女儿已嘴唇发

紫、脸色苍白。李俊将孩子放在自己膝盖上，不断拍

背帮其顺气。不一会儿她嘴唇开始红润，脸上也有了

气色。

许华柳惊魂未定，抱着女儿边哭边给丈夫打电

话，却不知这位做了好事的小伙儿已悄悄游回对岸。

“在对岸看到孩子爸爸来把母女俩接走，我才

放 心 离 开 。” 李 俊 收 拾 了 渔 具 ， 换 了 地 方 继 续 钓

鱼。由于河边和水里的石头异常锋利，他才发现腿

隐隐作痛。

“传承”的勇气：要把生的希望带给别人

当天晚上，许华柳和家人打听到李俊的住处，

登门道谢。直到这时，她才发现“救命恩人”是一

位右腿四级残疾的残障人士。

“这顿饭我必须得请！”许华柳特意邀请李俊来

家里吃饭。接到电话，李俊意外又开心，“这只是

一件小事”。尽管腿部还有些疼，但他觉得一切都

值得。在许华柳的再三邀请下，李俊第二天来到许

华柳家中，还给小女孩带了一箱牛奶。

许华柳做了一桌菜，有鱼有鸭有虾，摆了一桌

子。饭桌上，许华柳频频给小伙子夹菜，依旧无法

表达她内心的感激，“我把他当成亲弟弟”。

许华柳回忆说，当时沉溺在水里，濒临死亡的感

觉尤为清晰，感觉跳进了深不见底的黑洞，想抓住却

什么也抓不住。

“我的命也是捡回来的。”许华柳母女所亲历的濒

死感，李俊在 19 年前也体会过。

2003 年 10 月 28 日中午，在贵州省普安县某小学

的操场上，几个学生因口角纷争打了起来。

正 上 小 学 4 年 级 的 李 俊 ， 上 去 劝 架 却 被 同 学

误 以 为 是 来帮对方打架的。混乱之中，李俊被同学

用匕首刺伤右腿，动脉血管和神经被切断，鲜血瞬

间大量喷出。

李俊的小学老师徐明回忆，自己和学生一起将李

俊抬上三轮车，近 3 公里的乡镇土路，徐明拼命蹬车，

和死神赛跑，将李俊送到当地乡镇医院。

两天后，李俊闯过“鬼门关”，遗憾的是，他的右腿

永远落下残疾。

“体验过濒临死亡的痛，哪怕再困难，也要把生的

希望带给别人。”李俊说。

这一次，李俊见义勇为的故事被当地媒体广泛报

道，常熟市公安局给他颁发了见义勇为荣誉证书和奖

励。7 月，他还登上了“江苏好人榜”。两个月后，作为江

苏唯一代表，他又登上了 2022 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

勇士季度榜”。

徐明在手机刷到了新闻，“我马上觉得很可能是

他。”徐明十分激动，“当年救学生，是出于做老师的本

能，看到当年的学生又去救了别人，感到非常骄傲。”

外出打工后，李俊已有近 10 年没见过老师。在当

地媒体的帮助下，李俊重新联系上恩师。

在视频电话里，平日里不善言辞的李俊说：“谢谢

老师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真的谢谢您。今后一

定会谨记老师的教诲，继续帮助别人。”

入水救人的勇气让他获得了银牌

李俊的救人视频，引起了常熟市残联理事长童建

清的关注。他了解到，早在 2008 年，在贵州省残疾人游

泳锦标赛上，李俊便有过男子 S9 级 50 米仰泳第四名的

好成绩。

恰逢江苏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始报名，童

建清亲自上门邀请李俊参加试训。巧的是，成为游泳运

动员是李俊儿时的梦想，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是个很淳朴的小伙子。”童建清这样形容他。

今年 32 岁的李俊，对游泳运动员而言，已不算年

轻。与体力占优势的年轻参赛选手相比，体能是比赛拉

开差距的重要因素。

“我第一次恢复训练时，50 米都没游完，体力跟不

上，身体往没受伤的左腿一侧倒，晕乎乎的。”在水里力

不从心的感觉让李俊很沮丧，儿时在贵州水库和小伙

伴游泳打闹的轻松愉快，似乎很难再回来。

“与同级别的运动员相比，他的残疾情况算是很严

重的，需要比常人付出更多。”距离比赛还剩一个多月，

时间很紧，李俊的教练应斌给他做了训练规划，包括心

肺、肌肉力量和水感等方面的恢复训练，“更多还是靠

他自己”。

只剩一个多月的时间，李俊每天早晚各加练半小

时。在水里呼吸不上来，就训练呼吸节奏；在水里身体

不平衡，就纠正泳姿；体能跟不上，就反复加练提高。

最 后 ，他 没 有 让 大 伙 儿 失 望 ，一 口 气 收 获 两 枚

奖 牌 。

“仰泳比赛还有 20 米时，我感觉体力已经到了极

限，四肢好像不是自己的。”李俊坦言，当时心里就想着

一定要咬牙游完。

上岸收到应斌发来的短信，他才知道可以拿奖牌。

与他同场竞技的，是 2016 年里约残奥会 S8 级男子 100
米仰泳比赛冠军周聪。

“作为教练，我为他在比赛中不畏强手的表现感到

骄傲。”应斌表示，李俊为自己也为苏州代表团赢得宝

贵的奖牌，“这就是他入水救人勇气的体现”。

得奖回常熟后，李俊再次去了许华柳家里，原本约

好的团圆饭，也变成庆功宴。

饭桌上，许华柳给李俊母亲打去视频电话：“小松

正在家里吃饭呢，以后我们待他就像一家人一样，您不

要担心。”

“虽然是我救了母女俩，但感觉收获更多的反而是

我自己。”李俊没想到可以幸运地参加运动会。尽管他

觉得人生不尽完美，但现在发现自己也被社会需要，能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位贵州好男儿有了新目标，他希望考取救生员

证和游泳教练证，教身边更多小朋友学会游泳——让

孩子溺水身亡的悲剧尽量减少发生。

我的救命恩人拿了省残运会银牌

10 月 18 日，在温州商学

院励志校友帮扶行动启动仪

式 上 ，受 资 助 人 李 秋 红（左

二）和 葛 鹏 飞（左 五）及 其 亲

属上台分享资助感恩故事。

温州商学院供图

上学期，我
们团支部“在兴
趣中学习，在乐
趣中收获”，组
织开展书香班级
活动，通过每月
团日活动与伟人
名著阅读学习相
结合，不仅提高
了同学们的思想
觉悟，还丰富了
大 家 的 理 论 知

识。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们将
继续鼓励团员青年勇于参与创新建
设，充分发挥新兴技术优势，丰
富书香班级活动的形式，营造良
好的班风学风，建立一个充满朝
气，富有创新精神，积极进取的
基层团组织。

井冈山大学外国语

学 院 2021 级 英 语

教 育 2 班 团 支 部

书 记 任菲儿

团 武 夷 山
市 委 立 足 本 地
资源禀赋，以优
秀 传 统 文 化 做
好 青 少 年 的 思
想政治引领，传
播 好 、传 承 好 、
发 扬 好 武 夷 山
红色文化、朱子
理学文化、武夷
茶文化，贯彻践
行“两山”理念。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小小讲
解员”和红领巾“特色章”争章活
动，设计不同年龄段的研学之旅，
打造茶文旅特色产业的青年创业
交友平台，切实将文化自信落实在
行动上，让爱党爱国爱家乡在青少
年心中牢牢扎根，凝聚起共同打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先行示
范区的青春力量。

团 福 建 省 武 夷 山 市

委书记 叶维沁

李俊在江苏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上，夺得 S9 级 100 米仰泳银牌和男子 S9 级 50 米自由泳铜牌。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