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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本科生王麒淦捐出了自己全部

奖学金，再次维修、维护了漳腊村

的隆昌桥。可贵的是，王麒淦11

年来先后3次默默为这座桥做了

捐赠。而今，漳腊村已经脱贫摘

帽。这座桥，也见证了漳腊村11

年来从贫困山村到美丽乡村的全

过程。

与一座桥的11年情谊

2010 年的一个周末，8 岁的

王麒淦与父母一起，去川主寺镇

参观“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纪念总

碑”时，途经漳腊村。他看到一

位妇女背着竹篓牵着小孩，趟水

过河，河水很深，满是淤泥，妇人

几次滑倒又挣扎起身。“看到这

位妇女拼命挣扎的样子，我非常

痛心。”

据感谢信上介绍，当时，漳腊

村村头河上没有桥，村民过河种

庄稼都是踩着河中鹅卵石或者光

脚趟过河水，经常滑倒在河水中，

或者陷入淤泥里，非常危险。

了解这些情况之后，王麒淦

和父母商量，将自己的压岁钱和

参加比赛被选为广告代言人获

得的收入总计3000元现金，全部

交给漳腊村，为村里修一座方便

村民往来农耕的水泥桥。

“我们是高原地区，当时村

里非常困难，老百姓只能维持基

本收入，修不起桥，有了这座桥，

老百姓种地干农活都方便了。”

漳腊村副书记兰中林说。

2018年，由于涨洪水、水泥桥

被冲，加之淤泥常年堆积，水泥桥

塌陷到泥里，无法使用，村民们农

耕的路被阻断了。王麒淦又捐出

自己的奖学金，用于购买钢筋水

泥等材料。村民们出工出力，合

力修建了一座新的钢架桥。为了

表达希望漳腊村早日脱贫、走上

富裕文明路的心愿，村民们给这

座桥取名“隆昌桥”。

11年，隆昌桥上走出美丽乡村

自2010年捐款建桥后，王麒

淦每年寒暑假都会回到漳腊村，

看看桥，也看看那里的人，这一

坚持就是11年。

为什么能坚持如此之久？

王麒淦说：“其实我之前也不知

道为什么，但是一想起他们的样

子，我的心就会非常痛。”

回想起第一次修桥的时候，

有次村民请他去家里吃饭，“我

印象很深，他们能拿出家里最好

的招待我的东西，只是咸菜而

已，当时有一些村民连食盐都买

不起。”

作为国家深度贫困地区，

2010 年前漳腊村人均年收入不

足百元，村里的年轻人常年外出

务工，王麒淦每次回去都会看望

那里的留守老人和儿童。

“有一个留守儿童叫党泽

轩，他爸爸常年在外地做生意养

活家人。我每次去都会去给他

带几本书或者带些衣服，我觉得

他是一个挺聪明的孩子，学习特

别刻苦。跟他在一起时特别开

心，聊聊生活上的事情，给他学

业一些指导。”

11 年，稚童变为少年，改变

的不仅是自己，还有一起成长的

漳腊村。

往返漳腊村，30 公里的路，

过去要开上三、四个小时，如今

只要40分钟。11年间，王麒淦感

受到最大的改变，是交通。

“以前去漳腊村的时候，整

个路程都是颠簸的。现在一路

可以开到村里，马路也变平坦，

村里的交通也便利了起来。”不

仅如此，已经完全脱贫的漳腊

村，沿路村民的木质结构土房

子，也变成了水泥房。“我记得最

早的时候，村中央有一条小溪，

现在也填平变成水井，方便村民

们集中取水。以前听妈妈说，他

们那个年代，这里发展得很慢，

后来一点点脱贫建设，现在开发

旅游业，村里人也慢慢变多了。”

现在，在复旦上学的他，还

会经常和党泽轩分享自己的生

活。“我记得刚进复旦时，处处都

新鲜，我给他介绍学校的食堂、

历史文化，还有光华楼，鼓励他

要好好学习，走出来看看。”

一座隆昌桥，跨越了少年的

11年，也跨越了整个乡村从贫困

走向富足的11年。

“帮助别人，让我有成就感”

王麒淦默默捐款十多年的

事情，从没和老师同学提起过。

当听说有这样一封感谢信，大家

感到惊讶，但又觉得是意料之中

的事。

“最开始听到这个事情，觉

得很惊讶，没想到会发生在我身

边。”室友黄佣启笑着说，随即又

说：“但后来感觉这个事情也是

意料之中。因为王麒淦平时就

很乐观开朗，喜欢交朋友，又爱

帮助别人。我们就一起参加过

很多志愿者活动，像无偿献血、

去小学做实践，办联欢。”

王麒淦是班级的团支书，辅

导员李小康经常与他交流。“听

到感谢信一事，我有些惊讶又有

些欣喜。惊讶的是，麒淦从很早

之前，就开始做这么有爱心的

事，一直持续到大学，而且他也

一 直 没 有 跟 身 边 的 老 师 同 学

说。欣喜的是，他有这种默默奉

献的优良品质，他也一直给我留

下了这样的印象。他做事积极

热心，做团支部工作也很让人放

心，当我听到这事时，有一种‘他

果然是这样一个优秀的同学’的

想法。”

同一个寝室里，室友们经常

彼此打趣，大家会用名字的谐音

起绰号。“他的名字谐音，就叫

‘淦大事’。”

当被问及自己做的事情是

否是“大事”时，王麒淦摇头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值得做的，

我也很开心，只是说我个人所能

做到的。”

“帮助别人，参加志愿活动，

让我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也很

有成就感。”如此乐于奉献的他，

离不开家人的教导。“这也是我从

小的一个习惯，小时候每到周末，

我跟爸爸妈妈都会有三个活动

——登山、做家务、去社区义务服

务。”

“我是复旦的学生，服务奉

献就是我的本色，我就应该去成

为这样的人”

他也确实做到了。在感谢

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十多年来，

王麒淦同学坚持默默无声的捐

助，他用实实在在的行动服务人

民群众。”

“进入复旦大学后，我了解

到学校的‘笃行计划’。我发现

这个计划和我的理想很契合，我

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爱国荣校、

博学笃志、思行合一、善于实践

的复旦人。因为这些信念让我

一直坚持在做这些事情。”

今年寒假，王麒淦报名复旦

团委青志部组织“赴基层，体民

情，助振兴”活动，去海南潭牛镇

希望小学支教，做乡村助振兴调

研 。 未 来 他 希 望 能 够 继 续 读

研。“如果能读研，我希望参加学

校研究生支教团。”

文 / 赵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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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第四届复旦

定点帮扶永平县高原特色农产

品推介会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

举行。复旦大学相关部门负责

同志，各单位分工会主席，学校

历任永平县挂职干部代表等参

加推介会。推介会由学校工会

副主席吴佳新主持。复旦大学

挂职干部、永平县副县长王珏代

表永平县致辞。

为助力永平县乡村振兴，进

一步推广“味道永平”，提升永平

县农特产品知名度，此次推介会

除了广受欢迎的永平红茶、核桃

制品以外，还带来了不少高原特

色新品，包括古树茶、龙门大米、

七味果翠等。曾在永平脱贫攻

坚一线奋战的挂职干部纷纷为

永平农产品代言，永平傈僳族艺

人还为大家展示了永平民族文

化特色表演。

本届永平县高原特色农产

品推介会还首次走出校园，在杨

浦区大学路进行展销，受到商

区、社区居民的热烈欢迎。复旦

大学挂职干部、永平县副县长王

珏表示，这次展销创新形式，高

原山区、大学校区、网红商区、公

共社区“四区”联动，有利于提升

永平高原特色农产品知名度，助

力永平乡村振兴发展。

推介活动取得圆满成果，共

服务参观及品鉴人员 1000 多人

次，发放宣传资料 500 余张，送

出试吃礼品 200 多份，达成初步

采购 1 万余份，活动现场订购预

计销售总额突破300万元。

站在新起点，复旦大学继续

与永平县携手同行，共赴新征

程。校党委牵头抓总，全面部署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工作。校领导带

队赴永平县推进落实帮扶举措；

挂职干部、研究生支教团等完成

轮换交接；水果原浆发酵饮品产

业科技帮扶项目顺利通过上海

市 2021 年度“科技创新行动计

划”国内合作领域项目立项；附

属中山医院影像与人工智能专

家工作站揭牌。在全校师生、海

内外校友和社会爱心力量的支

持下，学校已在永平县开展 10

余个公益项目，募集资金、实物

总计价值 1100 余万元，培训基

层 干 部 和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超 过

1500 人次，累计消费帮扶超过

480万元。 来源 / 校外合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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