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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忘记当年的捐款”

初见孙承武，似乎无法将眼
前的他与“校长”的身份画上等
号。身着深蓝色外套，脚穿一双
布鞋，从外表上看，这位大学校
长在人群中并不是很起眼儿，就
是邻家中年大叔形象。

“如果不是采访，我都忘记
当年的捐款了。”看到记者一行，
孙承武有些难为情。他觉得，这
实在是一件小事，似乎不值得这
样“大张旗鼓”。

20多年过去，今年孙承武已
经56岁了，当年的壮小伙，如今
两鬓生出了白发。不过，看到曾
经汇款收据上的地址与汇款名，
孙承武沉思了片刻，他的记忆又
回到了20多年前。

那是在2001年左右，孙承武
参加了一个培训班，一次偶然的
机会，他听到有学员说菏泽当地
有三兄妹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但
可能会因为家境贫困而辍学。

“当时听了之后，心里很不
是滋味。”孙承武说，一名教育工
作者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发
生，想着能帮一把是一把。“孩子
们都这么品学兼优，不帮他们心
里过不去，干啥都不能耽误了孩
子。”

于是，他要到了孩子所在的
学校地址，开始以“希望”的名义
给孩子们寄钱。

一个孩子是一百元，三个孩
子也就是三百元。从2001年左右
起，孙承武每个月向菏泽的李国
祥捐款，一直持续到2002年。“捐
助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累计资
助了四五千元。”孙承武说，在
2002年，当年的那名学员传来消
息，李国祥一家经济条件已经变
好，不需要他再资助了。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事
后回忆起这次捐助，孙承武说，
当时他没有想着去核实情况。

“一方面，培训班的同学不会开
这样的玩笑；另一方面，只要想
去帮人，就要有一颗相信的心。”

就这样，一张张薄薄的汇款
单跨越几百里，从济南到达菏
泽，给李国祥一家带去了希望。
最终，“希望”也让这一家开出灿
烂的花。得到资助的李国祥三兄
妹得以继续读书，顺利考上大
学，最终走出了农村，在城市里
扎根。

“这也是培养他们成才了。”
看到三兄妹如今有了不错的发
展，还有人也当起了老师，孙承
武眼角流露出的笑意难以遮掩，
他说，当年的“希望”达成了。

当年的“希望”是啥？“孩子
和教育是国家的希望。”孙承武
说，他唯一的想法便是用微薄之
力，帮李文娟三兄妹完成学业，
希望他们将来能成为对社会有
用的人。“这也是取名‘希望’的
原因。”

老师的话记了三十年

11日下午，在济南历山北路
的山东外事职业大学校园内，初
冬阳光透过稀疏的枝丫，洒在大
地上，温暖而又宁静。学生们行
色匆匆，着急地赶往教学楼。

同样的一个下午，在菏泽市
牡丹区何楼办事处东方红初级
中学，这里的初中生们也在奋发
拼搏着。这所学校便是李国祥的
初中母校，曾经的菏泽市何楼乡

第二中学。此前，为了找到“希
望”的更多线索，我们也特意联
系了如今的学校副校长王磊。

11日上午，我们把已经找到
“希望”的消息告诉他后，王磊激
动地说：“机缘巧合之下，孙校长
当年的善举改变了几个孩子甚
至家庭，我想真心诚意地向孙校
长鞠躬致谢。”当天下午，见到孙
承武后，我们向其转述了这句
话。

“我们都是教育工作者，都
希望每个学生不要‘掉队’。”孙

承武感慨地说，在所有帮人的行
动中，资助李家三兄妹是其中最
小的一件事。“对于我来说，就是
一次举手之劳。”

一个小小的善举，带来的是
无尽的温暖与希望。孙承武是一
位大学校长，也是一名老师。他
希望孩子不因家庭贫困而放弃
学业。这些年来，他依稀记得帮
助过像李家三兄妹这样的孩子，
但因工作繁重，加之，他不会刻
意记住曾经做过的好人好事，当
提起其他的捐助经历时，他只是

说：“都已经忘记了。”
“当年在大学时，学校的老

师曾告诉我，‘做人要与人为善、
助人为乐、成人之美’。”1987年，
孙承武进入山东大学学习。三十
多年过去，他把老师的这句告诫
牢牢记在了心上。“我现在就是
努力成为这样的人。”他说，假使
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依然会去
做。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孙承武的故事在校园内默
默流淌着。

“我也在网上看到了这篇
寻人报道，只是没想到‘希望’
就在我们身边。”不少学校的工
作人员第一次听说孙校长曾为
三个素未谋面的孩子捐款助
学，大家感动、惊喜，却丝毫不
感到讶异。

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
黄炎培职业教育杰出校长奖、九
三楷模等荣誉称号……多年以
来，孙承武获得了不少有分量的
荣誉和响亮的称号，可在师生眼
中，孙承武依旧是那个心存善
意，又为人低调的老校长。

“校长每次都会让我要关注
那些家庭条件不好的孩子。”学
校办公室主任左琪说，孙承武叮
嘱他要默默地对那些孩子提供
帮助，保护好孩子的内心。

199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正
吹遍神州大地，加之国家正走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道路上。那
时，孙承武敏锐地感知到，人才
需求将呈现国际化、市场化的趋
势，外事职业教育大有可为。因
此，他便毅然辞掉了之前省直机
关的安稳工作，投身教育事业，
创办了今天的山东外事职业大
学。

20多年来，山东外事职业大
学所培养的7万多名学子中，优
秀人才层出不穷，可说起这些年
的教育经历，孙承武说最让自己
欣慰的是7万多名毕业生中，没
有一个人因为贫困而失学。

“建校之初，学校就设立了
奖学金和助学金，而且评价非
常多元，只要你有一方面表现
很 突 出 ，就 有 机 会 获 得 单 项
奖。”左琪表示，学院用于发放
助学金和减免的学费，每年都
不少于100万元。

“我们发福利，从教师到保
安员都是一样，校长说这是对人
的尊重。”左琪说，除了关心同学
们的发展，学校也注重教职工们
的福利待遇，“他说只有解决了
大家的后顾之忧，教职工就有留
得住、干得好的前提，学校才能
培养出人才。”

“其实从《齐鲁晚报》创刊之
初，我就是忠实的读者了。”孙承
武说，令他没想到的是，这份他每
日上班路上必读的报纸如今成为
一座“桥梁”，搭起了他与曾资助
过的李文娟三兄妹的相聚路。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校门前
的柳树枝丫还是绿油油的，带
来了鲜亮和生机，预示着来年
的希望。在学校，喊孙承武“希
望”老师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而
这一声声“希望”终将会带来更
多的希望。

当年希望达成，化名“希望”的他笑意难掩
说起二十多年前匿名捐助菏泽三兄妹，孙承武称“只是做了一件很小的事”

匿名资助菏泽三兄妹的好心人终于找到了，他是山东外事职业大学的校长孙承武。
12月10日，菏泽李家三兄妹找到匿名好心人“希望”的报道，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希望”本人孙承

武也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当年的捐助背后到底有何故事？12月11日，记者终于在山东外事职业大学见
到了“希望”的“庐山真面目”。

这是一个
温暖的故事。

二十多年
前，菏泽的李
文娟三兄妹因
为家庭变故，
面临辍学。无
奈之际，是一
份署名“希望”
的匿名汇款帮

他们完成学业。许多年来，李家
三兄妹心里一直惦念着当年那
份来自远方的善举，盼望能到
找到“希望”，向他当面道谢。

在济南、菏泽两地邮政部
门以及众多热心人的帮助下，

“希望”找到了，他是济南一所
高校的校长孙承武。近日，李家
三兄妹即将与“希望”会面，完
成当面致谢的夙愿。

从寻找“希望”的活动发
起，十多天来，无数人通过媒体
的报道了解了这段故事，被它
感动，心头涌动着融融的暖意。

人们感动于“希望”无私的
善举。当年，因为偶然的机缘了
解到了李家三兄妹的困境，在素
未谋面的情况下，“希望”果断伸
出援手。每月300元钱在今天看来
似乎不多，但对于当年的三兄妹
而言，却是雪中送炭，帮助他们免
遭辍学，说这样的善举改变了他
们的命运亦不为过。在给三兄妹
汇款时，“希望”没有留下自己的
详细地址，还隐去自己的真名。如
此施恩不图报，更让人钦佩。

人们也为李家三兄妹的感
恩感动。“希望”不图回报，作为
受助方的李家三兄妹却始终记
挂着他的好，本着不能让好人

好事石沉大海的朴素愿望，想
方设法寻找“恩人”。

更难能可贵的是，李家三
兄妹将这份感恩转化成帮助他
人的实际行动，立志将当年的
善意传播开去，帮助更多需要
帮助的人。

“希望”帮助困境中的李家
三兄妹，三兄妹反过头来又寻找
当年的恩人。支持他们行动的，都
是发自内心的朴素而浓烈的善
意。这样的寻找是有意义的，这不
仅是在完成李家人的心愿，更是
一场关于爱与善良的传播。相信，
一定有很多人被这段故事触及心
底柔软的角落。

人生在世，谁都难免遭遇
困难，都渴望被温柔以待。从这
个意义上说，我们都需要“希
望”，也可以成为“希望”。

寻找“希望”，也成为“希望”
葛评论

□评论员 张泰来

说起当年资助的孩子如今都已成才，孙承武脸上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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