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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播撒协商民主担责的“种子”

曾被善良温暖 今天照亮他人
昨晚，在第三十届“蓝天下的至爱”慈善晚会直播中，上海姑

娘陈健华作为嘉宾登上舞台，讲述起了自己的一段往事。在一
张拍摄于    年的老照片中，还不到  岁的陈健华手持一张捐
赠证书，略显拘谨地站在四位外国人中间。当时她并不知道，在
拍下这张合影之后，自己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这是一个跨度
长达近  年，关于爱与报恩的励志故事。

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普通人的“上海故事”

29年前受人资助改变命运，如今她又资助他人传递爱心

遇见他们
突如其来的善意
“不需要！别打来了！”1995

年的一天，7岁的一年级小学生陈

健华气呼呼地挂掉了一个电话。

来电的是刚成立不久的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询问她需不需要帮困资

助。作为一个双残家庭的孩子，陈

健华当然非常清楚家里的困难，妈

妈是视障与听障残疾人，常年在家

无法工作；爸爸患有重度驼背畸

形，早已下岗多年，一家三口的生

活非常困顿。

但和许多困境家庭的孩子一

样，当时的陈健华非常自卑敏感，

并不愿意接受陌生人的善意。她

的父亲知道此事后，主动联系到了

上海市慈善基金会，表示愿意接受

帮助。这笔善款可以让女儿顺利

完成学业，对他们至关重要。之

后，家里每年都会收到一笔2500

元的助学金。至于这笔钱从何而

来，当时的陈健华并不清楚，也不

想知道。她只是觉得需要一次次

到学校去开资金使用证明，是一件

既麻烦又丢脸的事情。

在接受资助两年后，陈健华被

邀请参加一个助学结对仪式，这是

她第一次知道资助方的名字——

“初升的太阳”，一个隶属于上海市

慈善基金会，由在沪外籍友人发起

并运作的公益助学项目，专门资助

上海贫困家庭子女完成学业。那

天，陈健华被带到四位外国友人面

前，他们就是她的公益结对人。

通过翻译，外国友人与陈健华

进行了简单交流，勉励她要努力学

习改变命运，然后拍下了一张合

影。照片中的她看上去似乎有些

不太情愿，回想起这一幕，陈健华

说当时自己还太小，无法完全理解

这突如其来的善意，但之后发生的

一件事改变了她的想法。

在这次结对仪式后，陈健华经

常被资助人邀请参加各种公益活

动，其中有一场是去上海美国学校

和外国小朋友一起过六一儿童

节。“深受触动的是，那些小朋友都

很开心，脸上的自信溢于言表，让

我非常羡慕。”第一次，陈健华的脑

海中出现了一个念头：一定要努力

读书，改变命运，成为和他们一样

自信阳光的人。

寻找他们
报恩并疗愈自己
自此以后，陈健华开始用功念

书，成绩逐渐名列前茅。但因为中

考填写志愿失误，她因为一分之差

与重点高中失之交臂，考进了一所

中专。但陈健华并不认命，继续努

力学习，年年都能拿到奖学金，在

2007年因为成绩优异被一所银行

选中入职。自此，持续了12年的

助学告一段落。

18岁的陈健华在踏入社会

后，深感赚钱不易，也更能体会到

当年那份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是多

么宝贵。原本以为和四位外国友

人的缘分已尽，没想到在10年之

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陈健

华又开始满世界寻找他们。

2017年，陈健华的父亲不幸

因病去世。“我爸爸去世前最后的

嘱托，是要我找到当年结对的外国

友人，再说一声谢谢，因为他们的

帮助，我现在过得很好。”陈健华说，

那一年父亲和奶奶相继过世，悲伤

过度的她日日悲伤夜不能寐。完

成父亲的遗愿，不仅是为了报恩，

也成为她疗愈自己的一种方式。

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四位外国

友人早已失联，通过慈善基金会与

“初升的太阳”也无法找到。当所

有的线索似乎都已断绝时，那张消

失多年的合影照片，却在陈健华整

理父亲遗物时再度出现了。

陈健华的丈夫是一位电脑达

人，将照片扫描入电脑后，通过AI

识图、人脸比对等一系列操作，经

过一年多的努力，竟然真的在社交

软件上找到了四位外国友人。

2019年，五人通过视频再度聚首，

外国友人惊喜地看到，当年那个合

影不情不愿的小女孩，如今已经成

了一名自信阳光的职场精英，家庭

幸福事业有成。他们说：“真心为

你感到骄傲，看到你过得好，就是

最好的回报。”

成为他们
拥有强大的内心
在努力完成父亲遗愿的同时，

陈健华向“初升的太阳”表达了自

己的另一个心愿——希望成为资

助人，每年捐出6500元，结对资助

一名困境家庭的孩子。在结对仪

式上，陈健华与结对同学见了面，

恍惚间她好像看到了当年那个小

小的、自卑敏感的自己。

因为家庭贫困、父母残疾，陈

健华小时候没有少受讥讽嘲笑，每

每遭到伤害，她就会把怒火转移到

父母身上，对他们怒吼：“你们就不

该把我生下来！”后来，每当回忆起

父亲那无言以对、难过伤心的表情，

陈健华都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为自己的年少无知而感到悔恨。

因为亲身经历，所以更能感同

身受。陈健华从不将自己视为资

助人，更愿意以一位“过来人”的身

份，和结对同学分享自己的经历故

事、经验教训和人生感悟。希望能

让他明白，知识改变命运并非只是

一句口号，而拥有强大而光明的内

心，则更加重要。

为什么会从受助者变成施助

者？陈健华说，可能是想回报社

会，也可能是想效仿外国友人的善

举，抑或是为了纪念父亲。总之原

因很复杂，一时也难以厘清。但可

以肯定的是，这样的选择完全遵从

于自己的内心。因为曾经被光照

亮，所以现在她也成了那束光。

去年，陈健华的孩子诞生了，

为人母让她更能理解父母的不易，

同时也和过去的自己真正和解。

那些曾经难以面对的不堪与困顿，

如今在她的讲述中显得云淡风

轻。唯有爱与温暖的记忆，值得念

念不忘反复回味。比如，29年前

四位外国友人在她心田种下的那

粒种子，已经开花结果，播撒四方。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新民晚报融媒体小记者政协主题成长营开营
“什么是全过程人民民主？”“什

么是政协？”…… 上海市政协常委、

上海协和教育中心总校长卢慧文，

在童声嘹亮——新民晚报融媒体小

记者政协主题成长营第一课上，为

小记者深入浅出地讲解了参政议

政，并让他们了解什么是协商民主。

明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上海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将开幕。昨天，徐速、金江波、卢慧

文、冯丹龙等政协委员，开启了小记

者们参与社会生活、承担公共责任、

建立家国意识、培育公共精神的实

践之路。

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市青少

年活动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徐速

希望小记者们在成长营中体会我国

的民主政治体制，并从真实生活中

发现问题、提炼提案，培育德育品

格。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大学上

海美术学院执行院长、上海市文联

副主席金江波还为同学们现场书写

了“福”字。

新民晚报原高级记者江跃中，

将自己十多年政协采访中的故事讲

述给同学们听，为他们打开了探索

新闻世界的大门，为媒体行业的发

展培养有理想、有担当、有能力的青

少年人才。

除了专业的课程，训练营还提

供了丰富的活动。昨天下午，训练

营的同学们还观摩了“雏鹰杯”红领

巾科创达人挑战赛暨第二十一届上

海少年科学院“小院士”评选活动，

并采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市科

协主席、上海少年科学院特邀顾问陈

凯先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石化（上

海）石油化工研究院院长杨为民。

陈凯先院士寄语小记者，掌握

科学知识要循序渐进、不断积累，同

时培养不怕困难的精神，科研工作

是很艰巨的，遇到困难千万不要害

怕和逃避，要坚定信心、坚持下去，

迎难而上，一定能为国家、为社会做

出贡献。杨为民院士希望越来越多

青少年参与科技创新，结合实际需

求和针对现在产品的不足做研究，

通过进一步改进和创制产品，为社

会和大众造福。

“能够当面采访过去只能在电

视上看到的‘大人物’，让我十分激

动。”华师大附属外国语实验学校七

年级的柳淑怡同学说，“接下来的学

习中，我们还将接触到融媒体技术，

深入了解新闻传播的奥妙，努力成

为一名合格的小记者。”

从今天开始，小记者们还将走

出教室，前往上海天文馆、均瑶集

团、吉祥航空基地、上海体育博物

馆等地实地调研，并连线采访参加

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部分政协

委员。 本报记者 方翔 范洁

■ 如今资助贫困家庭的学生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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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和资助自己的外国友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