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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延续了 27年的慈善
约定袁在慈善征途中传

承野道义契约冶袁以发现眼光回应
时代需求遥

12月 1日袁2024仲明大学生
助学金 渊以下简称 野仲明助学
金冶冤 颁发仪式暨创新发展交流
会在广东清远举行袁这是仲明助
学金的第 27次发放遥 27年间袁从
未间断的资助让数万名学子受

益遥 交流中袁一场触及变革的思
考正在上演遥 现代快节奏的社会
中袁焦虑与压力与日俱增袁青少
年群体因心理引发的各种野成长
的烦恼冶袁 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
问题遥

从支持学子学费袁到为学子
全方位赋能的素养教育袁再到聚
焦当下热议的青少年心理教育袁
27岁的仲明助学金经历了不同
时代命题下的三次创变袁在探索
和验证中找到了一条 野仲明冶特
色的慈善之路遥

野道义契约冶传承慈善底色

27 年的仲明路是信念和理
想的坚持，道义契约是“契约”，

更是“人生信条”。

仲明助学金的三次创变离

不开道义契约传承的善意底

色。这种助学模式不仅让仲明

学子在慈善传承中受益，也指

导着仲明助学金的多次变革，

从资助求学、到赋能学子、再到

心理关怀，项目发展就是一种

道义的传承。

“聚集道义能量，以智慧、慷

慨、用心和深切的关爱支持教育，

强国兴邦，让慈善智慧和仁爱精

神得以弘扬，让‘仲明’之星闪耀

爱与良善的光辉，让‘仲明’之树

根深叶茂，基业长青，让社会因

‘仲明’的存在而更加美好！”这是

印制在仲明助学金“道义契约”上

的开篇话语，也是每位仲明学子

践行慈善的铮铮誓言。

根据“道义契约”模式，仲明

学子需承诺在毕业后经济能力

许可时，回捐当年所获得的资助

款，用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并加入公益行列，奉行“受惠

社会、回报社会”的美德。

98级仲明学子、广州市仲明
助学发展中心负责人张富建，毕

业后心中一直有个想法，找到资

助人履行道义契约。当时，受制

于社会信息发展有限，沟通渠道

不畅，尚未完成回捐。

2004年，毕业三年后的张富
建搭建起“仲明助学网”，用于向

仲明学子提供助学金回捐信息

和学子交流，善意的传承从这一

刻开始变得具象化。

秉承着慈善传承理念，仲明

助学金的创变从这一刻启航，善

意让暖流涌动。

如今，“受惠社会，回报社

会”的助学理念让越来越多的仲

明学子从被资助人成长为资助

人。签署“道义契约”的仲明学

子，在自己能力允许的范围内纷

纷以不同形式回捐仲明善款，回

报社会。“设立奖助学金”“发起

爱心助学行动”“定期捐赠仲明

助学金”“赴西藏支教”等爱心行

动，仲明学子们用不同慈善场景

为“道义契约”赋予更多的传承

标签，受助仲明、融入仲明、回报

社会。

1998 年暨南大学的仲明学
子范绍钦，2011年创立广州合众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次年就在南

方医科大学设立“合众助学金”

资助困难大学生，2017年 5月又
与本科同学捐赠 10万元在暨南
大学设立“97307助学金”。

现就职于中国南航集团建

设开发有限公司的李明珍是

2003年中山大学仲明学子，2013
年他与爱心人士成立爱心教育

基金，资助家乡特困学生，9年来
累计筹款善款超 12万元。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1998 年
仲明学子房秀丽，2000年 7月毕
业后自愿赴西藏从教，成为广东

省首个进藏从教的应届女大学

生。随后，有吴丽杏、陈春夏等众

多仲明学子追随她的脚步赴藏

支教，回报社会。

经过多年的坚持践行,“道义
契约”机制已日渐成效,仲明学子
中约 1800人次回捐助学金，总额
超 500万元，并通过设立各类奖
助学金、科研基金、公益筹款等

超 100万元。“仲明助学的道义
契约模式以及受惠社会、回报社

会，让爱薪火相传的慈善理念都

是传承不变的。”张富建说，助学

金将根据时代需要及受助对象

需求转变发展方向，以便项目能

更持续地发展下去，这也需要社

会各界关心教育的爱心企业和

爱心人士的大力支持。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教授、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

心主任李萍认为，基于传统慈

善，对现代慈善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这并非富人的施舍，而是平

等主体之间的物物交换，让每一

位普通人有了参与慈善的渠道。

“道义契约”更是将慈善之力从

清泉汇聚成河流，让其川流不

息，这是极其不易之事。

野三次创变冶公益升级

仲明助学金由国强公益基

金会荣誉会长杨国强 1997年捐
资 100万元在羊城晚报社设立，
并成立仲明助学金管理委员会。

从资助困难学子学费、提升受益

学生素养教育，仲明助学金经历

两次转型后对新的社会问题发

起冲击。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提供

强劲动能，市场经济活跃度持续

攀升，一些社会问题逐步涌现，

这给转型中的青年个体带来成

长的阵痛。

2023年，教育部等十七部门
联合印发《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

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

计划（2023—2025 年）》，标志着
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

国家战略。

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

系教授、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

究中心创始主任彭凯平，曾经在

新华社的帮助下做过一次 40万
人的追踪调查。结果显示，当前

大学生呈现“七苦”，即漂泊、浮

躁、孤单、忙碌、抱怨、苦楚、迷茫

的状况。大学生排名前三的心理

问题，分别是“睡眠障碍”“情绪

障碍”“学习障碍”。

社会有需求，仲明有回应。

仲明助学金管委会在“道义

契约”“素质成长计划”的二次变

革的背后，开始思考从树人到育

人的全过程中，要致力于培养怎

样的当代大学生？从外部看，青

少年精神压力成为全社会的普

遍关切。从内部看，仲明助学金

的捐助方国强公益基金会成立

十年，在新的社会问题面前也在

面临转型，更加聚焦在教育公益

领域，开始关注并参与青少年

“心”困境和新需求。

按照计划，仲明助学金将联

合清华大学积极心理学研究中

心发起“阳光成长”行动，开发出

创新性、先进性、引领性的课程

和工具，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培

养心理抗逆力。彭凯平表示，希

望通过积极心理学指导下的“阳

光成长”来改变当代学生的心理

状况，通过转移、替代、升华，用

积极体验替代消极情绪，从而达

到深化目的。

27年前，仲明助学金资助广
东省部分高校品学兼优的困难大

学生，逐步扩展至全国 25所高
校，改变了 1.35万学子的命运，这
成为仲明助学金的公益起点。

帮助困难学子完成学业成

为仲明助学金的首个目标，但与

物质匮乏相比，“思维上的困顿”

成为受助学子最大的挑战。高质

量社会发展中，人的全面发展成

为新时代教育变革的主题，让

德、智、体、美协同有机进步，叩

问着仲明助学金管委会每一位

成员的内心。

从 2012年起，仲明大学生助
学金由单一化经济资助转变为

多元化资助育人模式，除持续发

放助学金外，还提供包括各种导

师课堂。

今年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2024仲明助学金颁发仪式上
就举办了“成长动力营（素质拓

展）”“发挥你的影响力”主题工

作坊、与仲明新生面对面“相信

相信的力量”座谈、“设计思维，

设计人生”“职业规划早知道”等

8个主题导师讲堂，来自高校和
企业项目管理人的专业授课，帮

助仲明学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

新起点上，仲明朝着第三次

创变进发，从经济资助到素质培

养，再到注重学生的心理健康，

以实际行动回应社会新需求。

仲明助学金 1998级学子受
益人、广州市仲明助学发展中心

负责人张富建表示，仲明始终坚

持创始人朴素的初心，培养“受

惠社会、回报社会”的人；仲明通

过不断创新，积极拥抱时代变

化，不断深化和扩展仲明培养理

念和内容，更好地服务于学子成

长和社会需求。

可持续公益之路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

的《决定》提出“支持发展公益慈

善事业”。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慈善法》明确提出，国家鼓

励社会力量积极投身公益慈善

事业，推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高

质量发展。

中国慈善之路发展正在经

历着几个阶段。初期捐赠款物、

中期打造慈善项目、中后期推出

慈善平台、后期促进慈善可持续

发展。当前，这几个阶段齐头并

进，仲明助学金从“单个助学项

目”到“仲明志愿服务队”再到

“广东省仲明助学志愿服务促进

会”“广州市仲明助学发展中心”

实行专业运作，仲明助学金设立

延伸出的公益机构和项目正在

探索一条自我突破、自我革新、

自我创新的新时代公益慈善发

展之路。

张富建表示，仲明助学金不仅

是一个助学金项目，还是一个成长

计划，更是一个培养未来社会有益

成员的平台。“我们也正在这样做，

为仲明学子的培养，为仲明理念的

传播做出有益的探索。”

今年是广东省国强公益基

金会开启的第二个“十年”。从世

界公益慈善趋势来看，科学化、

行业化、专业化，已经成为基金

会行业发展的新标志。从单纯捐

赠款物、探索公益项目，到打造

公益平台，再到可持续发展公

益，基金会正在行稳致远。

座谈结束时，谈到仲明助学

金的第三次创新，基金会党委书

记、理事长陈翀表示，创新是为

了将仲明打造为长期的、有影响

力的项目，“仲明是基金会公益

的起点和初心，我们希望它能够

贯穿始终。”

回应野时代需求冶 仲明助学金的三次创变
姻 本报记者 张明敏

2024届仲明学子代表签署野道义契约冶

中山大学公益慈善研究中心主任李萍渊前排左二冤在仲明创新发展交
流会上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