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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团天地

帮助别人是件挺幸福的事
姻本报记者 陈彬

今年暑假，浙江大学大二学生宋常君在学校
做了几天“油漆工”。

做“油漆工”当然不是身为学生的宋常君的
“本行”，但她却乐在其中。她油漆的对象是几百
辆废旧自行车。不久后，这些被油漆一新的自行
车便会迎来它们的新主人———刚刚进入大学校
门的贫困新生。

在这个暑假里，和宋常君一样“乐在其中”的
还有很多学生，他们同属于一个叫“爱心屋”的社
团。几年来，这个社团的学生一直在用这样的方
式，为贫困生奉献着自己的一份爱心。

一举两得的好办法

说起这个“公益自行车”项目，浙江大学紫金
港校区宿管中心主任陈思思打开了话匣子。

“这个项目是从 2009 年开始的，”陈思思说，
由于浙江大学实行的是大类招生，学生需要到入
学第二年才确认自己的专业，每次专业确认后都
伴随着学生跨校区的搬迁，从而有一大批自行车
被丢弃；学生毕业离校后，也经常把旧自行车遗
留在车库中。每年，学校在废旧自行车处理问题
上都会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我们想，能不能
把它们利用起来，变废为宝呢？”

他们的愿望不久后就成为了现实。
2009 年，浙江大学学生公寓管理委员会的

学生自发成立了公益组织“爱心屋”，希望以此为
平台做一些服务同学的事情。成立当年，“回收废
旧自行车”就被“爱心屋”首先列入议事日程，而
这些回收上来的自行车的去处也很快就确定
了———免费送给贫困生。

“我们所在的紫金港校区面积非常大，自行
车几乎是每个学生的必备品，一辆自行车几百元
钱的花费也许对普通学生不算什么，但对于贫困
生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免费送给他们，既减轻
了贫困生的负担，又能变废为宝，可谓一举两
得。”陈思思说。

于是，每年国庆假期后，“爱心屋”的学生就
会到每个宿舍楼，在宿管人员的帮助下，收集学
生不用的自行车，下学期开学之初，这样的回收
工作又会开始。“我们每年都会组织 3~4 次回收
工作。”宋常君说，“当然，我们回收的自行车一定

是别人不要的废弃车辆。平时，宿管阿姨会帮我
们留意，并对可能是废旧车辆的自行车进行公
示，一定时间内无人认领，就会归我们回收了。”

一同工作的好伙伴

对于回收上来的自行车，学生们会找来专门
的维修人员，对那些有问题的车辆进行修理。修
理完的自行车则需要被集中起来，重新刷漆。而
这就要学生们自己动手了。今年暑假，包括宋常
君在内的六七名学生就承担了给 300 多辆自行
车刷漆的工作。

事实上，从去年新一轮收集自行车工作开
始，宋常君就一直在为“公益自行车”项目忙碌。
现在回想起来，至今让她“记忆犹新”的依然是这
一段的刷漆时光。

“我们在公寓楼里找了一个比较空的车库，

把所有自行车都放进去，杭州七八月的天气还很
闷热，车库里不但没有空调，光线还比较昏暗。我
们刷完漆之后，还要把车一辆辆拉出去晒。”宋常
君说，更让她觉得不舒服的是油漆的味道还很
大，“挺刺激的”。

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这六七个小伙伴每
天从早到晚忙碌，竟然在一周左右的时间里，就
令 300 多辆自行车“旧貌换新颜”。“虽然累点，现
在想想，挺有成就感的。”宋常君说。

也许是男女生性格不同的原因，刷漆这份
“很有成就感”的工作，在一些男生眼中，更多地
却是一份乐趣。

黄祖奔今年上大三，这已经是他第二次参加
公益自行车项目了，也是第二次为自行车刷漆，
因此对于刷漆的规则、流程，他更清楚。“我觉得
这挺好玩的，一群人为了一个目标，齐心协力、不
求回报做一件事，这种感觉其实挺不错的。”

至于味道问题，黄祖奔说得很潇洒：“穿着工
作服，戴着口罩呐。”

一起收获的好心情

虽然刷漆能给宋常君带来一份满足感，但
这并不是她最能收获这份情感的时候，因为那
时还是暑假，手中的自行车还没有找到它们的
新主人。

在今年的招生录取工作中，浙江大学增加了
贫困生计划录取数量，新生中贫困生比例也大幅
度增加，这直接导致了公益自行车计划的自行车
供应量从往年的 100 多辆增加到接近 400 辆。

“我们学校为贫困生入学开辟了‘绿色通
道’，而我们的自行车发放点是在这条通道的最
后。很多贫困生之前并不知道还可以免费获得自
行车，所以当他们从我们口中得知这一喜讯，并
从我们手中亲手领到自行车后，那份惊喜是溢于
言表的，这既给了我们莫大的满足感，也让我们
觉得帮助人是件挺幸福的事情。”宋常君说。

对此，陈思思在采访中表示，这样一项活动
除了能够回收资源、变废为宝、解决贫困生困难
之外，对于参与活动的学生本身，也起到了锻炼
管理、组织交流能力，培养学生的公益心、公德心
的作用。“我们只给他们搭建一个框架，具体的操
作全部由学生自己组织安排，这既让学生们接触
了社会，也让他们的内心得到了熏陶。”

当然，“宋常君们”在收获满足感之余，也需
要感谢一下他们身边觉得刷漆“很好玩”的“黄祖
奔们”的帮助。因为要把几百辆自行车在两天新
生报到的时间里，分两批运送过来，这些男生付
出了更多的辛苦。“女生一般是直接骑一辆自行
车过去，但我们要找一辆三轮车，把自行车装车
运过去，很累的。”黄祖奔笑着说。

不过，他依然很享受这份辛苦。“一个部门
里，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大家彼此了解，
彼此信任，而且还能给别人提供帮助，这种感觉
特别好，心情也特别好。”黄祖奔说。

两天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自行车被送出去
了，用来运自行车的三轮车也空了。于是，“黄祖
奔们”又拉上“宋常君们”，在一路的欢笑声中离
开。明年，他们还会在一路欢笑中回来。

从 2009 年开始，在浙江大学的校园里，总有一群学生利用课余时间
回收、修理同学不用的废旧自行车，并在开学时将它们免费送给贫困学
生。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因为他们觉得———

依旧是拥挤的车厢，当我拿着
票站在检票口长长的队列中，当我
在人群的推搡下终于来到站台，当
我终于找到车票上写着的 5 号车
厢门，当我仍然对这段开往旅游目
的地的车程心怀期待，我来到车
厢，找到我的位置，然后淹没在特
有的火车车厢的气味中。

我时常觉得在节假日乘坐十
小时以上的火车硬座是一个并不

简单的过程，没有办法睡觉，连舒展四肢都是难事。
心情的变化是自己都琢磨不透的。但起初总觉得美
好，相信这次车程不会那样艰辛，想着自己下载了
电影，还有一大包零食可以用来消磨时间。于是安
放好物品坐下来，开始的一个小时里偶尔跟周围的
人聊天、吃零食，似乎还算轻松。然后看表，才发现
时针仅仅走过了一圈。接着，看完了手机里储存的
电影，又一次看表，也仅仅过去了一半的车程。就这
样在一次又一次循环的看表动作里，我内心的忍耐
被磨损得失去光泽，心里的焦躁也成倍增加，然而
时间却捉弄人般越发放慢步子。往往真正的旅行还
未开始，热情就已被消耗殆尽。

我呆呆地注视着车窗外飞速向后倒去的树影，
看着天色一点点暗下去。夜晚最漫长。我想象着自
己在终点站终于走下车厢，背包似乎也轻盈了许
多，怀着激动的心情，我走向出站口，如同奔赴我期
盼良久的梦想，旅途中的所有疲惫都被留在车厢
中，而我此时无比兴奋地等待开启我的梦。就在这
样一次又一次的等待与幻想中，我到站了。

我们的人生之途仿佛就是在以这样的规律行
走着。我们有梦想，为梦想付诸努力，却时常发现它
离我们有模糊的距离，像海市蜃楼般美丽。可望而
不可即的欲望最摄人心魄，却也最容易将追逐者的
心情送入谷底。明明已经很努力的自己好像总是被
生活欺骗，本以为举目可见的终点却仅仅只是一个
过路站。坚持了漫长的时间，付出了精力与忍耐，却
始终到不了目的地，你会不会有想要放弃的念头？

与坐火车最大的不同在于，梦想的实现过程里
夹杂着各种失败与重新爬起的经历，掺杂着各种欢
笑和泪水，是用也许一年、也许一段青春去追逐和
等待的漫长，是对目的地何时到达、风景又如何的
不确定。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路上，都经历着不管我们愿
不愿意都必须接受的生活，实现梦想的路途艰辛而
漫长，时常有怨声载道，有眼泪，有放弃。但是在这
种常态下，我们也会有成功的喜悦，有坚持到最后
的胜利。

此时的我正在十三小时车程的南下火车上，车
厢里拥挤着各类人，怀揣着各自不同的目的和心情
与我一样在这里，坚持着，就像我们在这个偌大的
世界中拥抱不同的梦想前进，目的地就在远方。此
刻，比人生简单———我们都明白坚持终会到达目
的地。 （作者系天津工业大学学生）

在
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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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进入大学后的第一个晚上，但是昨
晚我们俩都睡得很香，多亏了学校和老师的周
到考虑。因为身高、体重等原因，我们的住宿问
题一直是个大麻烦。在学校的关心和妥善安排
下，现在我们俩都非常安心，对更快适应大学的
学习生活充满了信心。”

9 月 7 日，是浙江农林大学新生报到后的第
一天，该校理学院新生韩苏桀和徐仡哲起床后
交流的第一个话题，就是感谢学校为他们调整
了公寓并临时购买了新床。

原来，前一天也就是 9 月 6 日，是浙江农林
大学新生入学报到的日子。由于学校事先准备
充分，大部分学生办理报到手续和寝室入住手
续都很方便。但是同样是大一新生的韩苏桀和
徐仡哲，在 A3 学生公寓楼下办理寝室入住时，
却为正常的睡觉犯难了———常规寝室里的床
铺，他俩根本睡不下。

来自浙江宁波的徐仡哲身高 1.98 米、体重
80 公斤，走进寝室门时不得不低头，生怕门框撞
了头，而寝室里常规的上下床铺长度不够，根本
容不下他的身体；来自山西的韩苏桀，也有类似
的问题，身高 1.93 米、体重 134 公斤的他，不仅
和徐仡哲一样担心自己睡不下，而且还要担心
自己在床上一坐，床板是否就塌了。

就在他们俩和父母一起为难的时候，浙江

农林大学理学院的辅导员李曦在公寓楼门口找
到了他们，把他们带到了 A3 学生公寓的 120
室：“两位同学好，你们的情况学校已经知道了。
为了确保你们俩能够安心学习工作，学校专门
腾出这间寝室给你们俩住。考虑到你们的身高，
学校有关部门专门到市场上，给你们两人购买
了单人床，马上就送到了。”

“其实，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就担心过学校
的床不够长，我们家徐仡哲可能睡不下。”听说
学校专门给两个“特长”生购买了单人床，徐仡

哲妈妈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真是麻烦学
校了，没想到学校早就准备好了，而且考虑得真
周到，还专门为两名同学安排寝室，这下我们做
父母的总算可以放心了。”

正说着，抬着床架和床垫的师傅进来了：
两张崭新的单人床，都是实木结构，做得特别
结实，而且每张宽度都有 1.2 米，长度则将近
两米，比常规的学生床铺要长。经过 10 来分
钟的组装，寝室里两张新床安装完毕。师傅
说：“两位同学请放心，这两张床都特别结实，
放心睡吧。”

抚摸着这专门为自己购买的新床，1.98 米
的徐仡哲迫不及待地坐上了新床，试了试床的
长度和大小：“这张床我非常喜欢，谢谢学校的
关心，这下子再也不用担心睡不踏实了。”

看着两个学生兴奋的表情，辅导员李曦笑
着对他们的父母说：“请家长放心，学校一定会
为每一位学生的成长提供良好的环境。徐仡哲
和韩苏桀都会打篮球，以后肯定是我们学院的
宝贝，一个个子和乔丹一样高，是我们学校的特
长生；一个体重有优势，算是学校的重量级选
手。有了他俩加盟，我们学院的篮球队以后一定
所向披靡。”

当晚，两位“高材生”终于在学校的关心下，
在单人床上安心入睡。

随着大一新生开学日期的临近，扬州大学
动物科学与技术学院（以下简称动科学院）为迎
接新生推出了“新招”———按学生兴趣和作息时
间“量身定制”宿舍。

据了解，动科学院往年的宿舍安排都是盲
选，对来自天南海北及不同专业的学生随机混
编安排宿舍。“不同以往，今年我们安排了 10
位学生会部长通过电话采访了解近百名新生
的作息时间、生活习惯及兴趣爱好等，然后将
有共同兴趣爱好且作息时间不冲突的学生安
排在同一个宿舍。”该校动科学院团委辅导员
徐丹丹介绍说。

动科学院前学生会主席宋申申表示，从前
盲选的制度安排给寝室管理带来不少麻烦。“据
我个人感受，一个宿舍 4 个人产生矛盾往往是
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比如说一般人晚上正常
休息的时间会被‘夜猫子’舍友打扰，要是宿舍
里还有个喜欢弹吉他的，宿舍其他人又会嫌吵，

总之类似的麻烦不断。”当问到对于新的宿舍安
排意见的时候，他表示，“就像这次学院做的，把
性格相似或者互补，爱好相同的学生安排在一
起，矛盾肯定会少得多。”

原来，电话采访反映出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晚休时间段”“有无特殊癖好”以及“个人兴趣爱
好及性格”等。经了解，电话采访的手法虽然略显
突兀，但受到新生家长的一致赞同。大家纷纷表示
对未来大学的宿舍生活充满期盼，也希望跟志同
道合、兴趣相投的小伙伴共同学习、生活。

新生王博是江苏常州人，平日里兴趣爱好
广泛，喜欢音乐、动漫、Cosplay，但最让他陶醉的
还是萨克斯。“高中学业压力大，没办法愉快地
吹萨克斯，所以一直就憧憬着在大学里能够好
好地练习，但是又担心打扰舍友休息。有了这个
制度，一宿舍都是音乐发烧友，我就可以好好和
他们切磋切磋了。”他开心地讲道。

对此，新生余年也表示双手赞成，“我原来

一直想去纳木错看看纯净的湖水和澄澈的蓝
天，可惜没人陪我。现在好了，室友也是驴友的
话，我就省去了寻找小伙伴的时间”。

相比兴趣爱好，有很多新生在电话中提出
将自己与同乡安排到同一宿舍的期望，对此徐
丹丹表示了否定：“电话采访还存在不足之处，
我们的宿舍安排也会对一般和特殊学生进行相
对合理的安排，保证新生们的正当需求，至于

‘老乡宿舍’，我个人并不赞同，更希望看到的是
新生学会对大学新生活的融入。”

除此之外，徐丹丹还表达了对新生的期望：
“如果说大学是个小社会，那宿舍就是一个小家
庭，孩子们刚进入大学首先是要学会做一个好
室友。我院为新生‘量身定制’宿舍就是希望帮
助他们尽快适应大学生活，与舍友和睦相处。独
乐乐不如众乐乐，在愉悦的环境下发展兴趣爱
好，相互学习，相信对他们的成长、成才会有很
大帮助。”

“祝 家 人 节日 快 乐 ，
幸福安康！”这句朴实而
简单的祝福，来自苏州大
学援藏教师张建。每逢佳
节倍思亲，而坚守在拉萨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支教
的他，只能拿起电话拨下
熟悉的号码。言辞简单，
却情深意浓。

两度中秋，
献身“数字校园”

这已经是张建在拉
萨师专度过的第二个中
秋了。“拉萨师专的一卡
通系统建设还在进行中，
我也要在加班中度过中
秋了。”这两天，张建正完
善着师专网络模拟化、资
料存储方案。在拉萨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支教的日
子里，他一头扎进“云计
算数字校园”项目中边教
学边“织网”，原本半年的
支教工作至今已延长到
一年半了。

苏州大学对口支援拉萨师范高等专科学
校建设。去年 8 月，张建同其他苏大教师一起
来到拉萨师专援藏支教。海拔高、日照长、缺
氧、干燥，紫外线辐射强，昼夜温差大……这与
江南水乡潮湿富氧的环境有着天壤之别。初
来乍到，独在异乡，困难接踵而至。

立即投入工作的张建，却把这些都抛在
了一边。西藏高校的信息化建设起步晚，起
点低，和内地相比有着不小的差距。作为一
名计算机专业的老师，他除了一年完成了
252 课时的教学任务以外，还加入了师专新
成立的信息网络中心。此时师专的“云计算
数字校园”规划新鲜出炉，张建的专业技术
有了用武之地。

从今年 3 月开始，张建每天从早上 8 点
干到夜里 2 点，周末也在办公室加班。“刚来
时，人生地不熟，想认识隔壁的援藏老师互
相有个照应，可是一连几天敲门都没人开
门。后来我才知道原来隔壁住着一个‘工作
狂’。”东北师范大学的援藏教师李苗苗如此
形容自己的邻居张建。

拔针弃疗，病中不忘工作

5 月，校园教务信息系统建设如火如荼
地进行着，仅数据采集、需求采集、系统测试
就使得信息网络中心的 6 名老师忙得不可
开交。同时，校园一卡通系统建设也步入了
初期阶段。

在繁重紧迫的工作和干燥缺氧的环境
中，张建扛不住了。一天他感觉不适，开完讨
论会、整理好手上的工作后，去医院检查才
得知肺炎和支气管炎并发，被医生拦下来住
院。在高原，这些炎症容易引发高原肺水肿，
若是处理不当，严重的有生命危险。

医生开了一周的药物安排他住院挂水。
没想到刚过三天，他就突然出现在了信息网
络中心机房。

“中心系统出了点问题，还在挂水的张
建接到我的业务咨询电话后自己拔掉针头
到中心亲自把系统问题解决了”，来自江苏
开放大学的援藏干部、就任于拉萨师专信息
中心的主任李剑这样描述当时的情形，“他
的敬业精神，让我们都特别感动。后来才知
道，他拔针偷跑出院，没办出院手续，医生们
毫不知情。他的病情并不稳定，回去后医生
又让他挂了两天水。”

信息中心人手紧张，张建的住院意味着整
个项目的停滞。住院的那几天，他对学校、对
中心、对项目都念念不忘，每天打电话给同事
了解系统运行情况。“心里面一直放不下，得
知出问题时，自己也有些着急，等身体稍微好
一点的时候便要求出院。”张建回忆道。

现学现用，收获源于肯干

由于信息基础薄弱，资金投入有限，张
建与同事们调整了原本的网络建设架构，计
划采用虚拟化的技术。这样的技术，他们只
在网络上见过，并没有实际架设经验。

连续一整周的夜晚，信息中心三楼李剑
的办公室灯火通明。他们在网上查询资料，
联系苏州大学计算机学院专家，致电其他网
络公司的同行了解技术情况。“每晚一讨论
就到两三点，睡三四个小时，早上天刚亮就
爬起来接着商量。”李剑说道。

“如果运用传统方式的话，至少还需要
投入 50 万 ~80 万元，而现在运用这种稳定、
便捷、节约的虚拟化技术执行的效率，比传
统模式还大大提高了。”

一年多的时间，拉萨师专的校园门户网、
一卡通系统、门禁系统、教务系统、校园数据交
换平台、虚拟校园系统都即将逐步上线，这不
仅可以更好地服务于拉萨师专的广大师生，也
可以增强学校与外界的沟通与交流。

而今，张建已是远近闻名的“织网”高
手。他利用业余时间帮着校内外其他部门搭
建门户网站和办公系统，在高原上利用自己
的专业特长促进着当地的信息化建设水平
的提高。“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应用，也
填补了我在网络方面的空白。”张建抓住每
一次学习锻炼的机会，现学现用，精益求精。

“在这一年中，我倾尽所有于高原之上。
虽然每天都很忙，但很值得。我会一生珍惜。”
张建返回苏州的日子推迟到今年年底。等“数
字校园”建设完成的那一天，拉萨师专的师生
们一定能够感受到由此带给他们的便捷。

“量身定制”个性化宿舍
姻本报通讯员吴宁宇经语佳

学子情怀

破解“高材生”的苦恼
姻本报通讯员陈胜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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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仡哲兴奋地试睡新床。

“爱心屋”迎新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