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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一些爱心人士积极参与，爱心单

位、爱心企业也纷纷加入到爱心桥行动
中。

8月 23日上午 9点，40名考上大学的
寒门学子，各自领到了市慈善总会捐助的
3000 元助学金。今年，市慈善总会与漯
河晚报携手，拓宽宣传渠道，让更多的人
了解助学政策，共救助寒门学子40人。

今年，国药控股漯河有限公司看到本
报报道的贫困学子的事迹后，主动联系本
报，表示愿意捐资9万元，资助30名品学
兼优的贫困学子。8月 18日上午 9点半，
在新闻大厦9楼会议室，“我要上大学——
漯河晚报爱心桥行动”第六季的30名寒门
学子领到了国药控股漯河有限公司的助学
金。“我代表公司全体员工感谢漯河晚报
为我们提供了参与此次捐资助学的机会，
尽微薄之力，帮助困难学子点燃学习梦
想。”国药控股漯河有限公司的总经理王
发兵感慨地说，“在发展企业的同时，国
药人将会一如既往地关注贫困学子，长期
坚持向贫困学子捐资助学，把爱心助学活
动当成弘扬传统美德，传承企业文化的事
业来做，以实际行动履行一个企业神圣的
社会使命。”

8月19日上午，15名贫困学子在新闻
大厦经历了难忘的时刻。爱心企业——湖
北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慷慨解囊，现
场为广大贫困学子送去了 3万元助学金。
湖北白云边酒业股份有限公司连续 5年参
加爱心桥行动，先后资助了 60名贫困学
子，救助金高达12万元……这些数字饱含
的是爱心，对寒门学子来说是雪中送炭，
是实现梦想的阶梯。

“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企业，我
们肩膀上也担着社会责任，助学行动不仅
能帮助有困难的孩子，也能实现我们自身
的社会价值。希望爱的种子可以在每个人
心中扎根，发芽，成长。”昌祥商贸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营建说，人的发展离不开知
识，企业的发展也需要知识文化的支撑和
指引，希望孩子们努力完成学业，以后能
有所成就。

爱心企业伸援手
贫困学子获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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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寒门 助学圆梦
“我要上大学——漯河晚报爱心桥行动”六年综述

漯河晚报自 2007年创刊之初，就将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作为办报宗旨。
经过 8年多的不懈努力，漯河晚报始终
秉承这个宗旨，获得了百姓的认可和信
任。“我要上大学——漯河晚报爱心桥行
动”是漯河晚报“关注民生、服务百
姓”的体现和延伸。

漯河晚报的责任和力量让记者感到
了一种自豪与满足。采访贫困学子，帮
助贫困大学生圆大学梦，成了记者们的
责任和快乐。为了公平、公正、公开
地报道，记者首先会对申请资助的学子
情况进行认真核实，资助过程也进行严
格记录，并以新闻的形式进行报道。一
方面，贫困学子看到这些报道后，能够
了解资助渠道。另一方面，能激发社会
广大爱心人士的参与和监督。只有更多
的人一起来参与公益资助，才能够让这
项爱心事业发展得更好，才能发挥“一
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

经过六年的努力，“我要上大学——
漯河晚报爱心桥行动”名声已经打响，
爱心桥行动也得到了广大市民的赞誉。

“爱心桥已经是响当当了，我们都知道，
这项活动可真好，帮助了那么多上不起
学的孩子。”市民张女士说。

“漯河晚报作为我市一家有责任的主
流媒体，在社会上树立了榜样，带动
了广大爱心人士纷纷伸出援助之手，
这是人间大爱啊！”市民李先生感慨地
说。

爱心人士宛女士对爱心桥活动大加
赞赏，她说：“我已经关注了六年了，通
过记者们的报道，我了解了这些在逆境
中生长的花朵们，我被他们的精神所感
动。我就相信漯河晚报这个平台，爱心
桥行动不仅报道真实可信，捐款也是公
开、透明、公平。通过你们这个爱心桥
梁来捐款，我特别放心！ ”

六年助力寒门学子圆梦
爱心桥成晚报闪亮品牌

昌祥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营建（右一）到贫困学子家中进行慰问，并为其发放救助金。

座谈会上，学子们聆听谆谆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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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龄人相比，他们是不幸的，因为成长
的道路更加艰难，更为崎岖。但他们又是幸运
的，一路走来，有社会的爱心伴他们成长。我
们惊喜地发现，那些曾接受过爱心桥资助的学
生依然在奋斗，在拼搏。经过大学生活的锻
炼，他们变得更自信、更成熟了，并且回报了
社会。他们身上体现的是社会良心，体现的是
对这个社会的大爱，也正是这样的精神，使得
爱心接力棒一个接一个传递下去。

2014年，王新博以优异的成绩被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录取，上大学的费用却让一家人作
了难，甚至一度产生了辍学的念头。就在一家
人陷入困境时，本报的“我要上大学”活动让
这个家庭看到了希望，帮助王新博进入大学。

曾经得到帮助的王新博，更愿意向别人伸
出援助之手。于是，他积极参加大学生志愿者
联合会、青年志愿者协会、聚沙公益协会等各
项公益活动。今年暑假，由王新博带队的聚沙
公益协会志愿者，来到召陵区老窝镇进行爱心
支教活动。读书写字、踢足球、打篮球、英语
交流、做健身操……丰富的活动点亮了留守儿
童脸上的笑容，打开了他们的心扉。每天活动
结束后，这些平时内向腼腆的孩子都纷纷拉住
他们的衣角，不肯让他们离去。王新博感慨地
说：“我能看到他们眼里那种对知识的渴望，
在城市孩子看起来极为平常的互动，在他们这

里却很难享有，他们所享受的教育资源太有
限，而且大部分都是留守儿童，更需要我们的
帮助。”王新博呼吁大家积极参与公益活动，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015年，殷艳涛以优异的成绩被河南大
学录取，本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却因为学费
让一家人犯了难。在一家人陷入困境之时，本
报的“我要上大学”活动让她看到了希望，并
顺利进入大学学习。在专业分流的时候，殷艳
涛毅然选择了新闻专业。“我想要努力学好我
的专业课，以后成为一名正直、善良的记者，
别人曾带给我帮助，我也要帮助别人，成为我
想要成为的样子吧。”殷艳涛告诉记者，以前
她总是梦想成为什么大人物，现在却觉得更要
尽量做实事，做善事。在大学各式各样的社团
中，殷艳涛选择了“三农”发展研究会，每周
四下午社团会组织去支教，在寒暑假也与社团
的伙伴们一起下乡支农、支教。殷艳涛告诉记
者，这些偏远贫穷的村子里剩下的大部分都是
留守儿童与老人。

经过了一年的锻炼，殷艳涛积累了很多经
验，现在即将担任支农组的组长，她也希望
有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用真心去帮助别
人。“在我的生活与支农过程中，能够亲眼
看到农村的变化，尽我的绵薄之力做一些事
情。”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爱心接力传递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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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左）来到贫困学子家中
进行采访。

工作人员核实学生身份信息。

贫困学子家长也来到了捐助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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