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开年，我国北方迎来了大
范围降雪，银装素裹，而在南国福建，依
然绿树郁葱，温暖如春。走近福州、泉
州等地民营企业，但见工厂车间机器轰
鸣、项目工地热火朝天，一派生机勃勃
的景象。

福建是民营经济大省，民营经济

“三分天下有其二”，是支撑福建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唯一一家总部
根植福建的全国性商业银行集团，兴业
银行始终坚持与民营企业同命运、共成
长，充分发挥总部优势和集团化经营优
势，持续加大和优化金融供给，为福建
民营经济源源不断注入金融“活水”。

截至2019年末，兴业银行在福建
省内民营企业贷款余额912亿元，服务
民营企业4271家。其中福建省内传统
信贷企业客户中，民营企业数量占比达
83%，民营企业信贷余额占比45%；当
年新发放民营企业信贷资金730亿元，
占比56%。

兴业银行为福建民营经济注入千亿“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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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穷学生”，告诉你何为“富有”

在扬州大学研究生王昊一的抽屉里，“珍
藏”着一件白衬衣，已经泛黄的衬衣上，用彩笔
画的图案依旧生动：一个小男孩，仰望着天上的
飞机。

这件衬衣的故事，要从六年前说起。
2013年春天，乍暖还寒。电气工程专业

1102班大一新生王昊一偶然间看到新闻，甘肃
省甘南州化旦尖措孤儿学校，孩子们生活艰苦，
教室简陋，整个冬季，只有一件单衣御寒。

王昊一一下子被触动，那就是他的小时候，
他太懂其中的艰辛，“在社会和学校的帮助下我
才走进大学，现在该轮到我帮助他们了。”

王昊一联系了班里像他一样的同学们，一
拍即合，决定尽己所能发起救助。

为了募集物资，几个年轻人利用周末时间
跑去扬州翠柳苑等四大社区义演，开展爱心募
捐。没钱租车拉物资，每人拎上学校发的牛津
包，蚂蚁搬家一样搬回学校。“抬着大大的牛津
包，特别不好意思，怕别人以为自己是骗子。”团
员丁伟记得团队最初的窘境，他说，直到关注度
越来越高，才放心大胆去做。

自此，牛津包成了他们的标志，团队有了
“牛津团”的称号。

2013年，团队成立不久，雅安地震。
他们在一次活动中结对了受灾的雅安姑娘

付小琴，决定以接力的方式帮她完成“读书梦”。
暑假到来，牛津团成员带着书本和物资进

山了。
在山村，原本只打算结对“雅安妹妹”付小

琴一人的牛津团，被孩子们打动。夏令营开课
第一天，预计只有20个孩子的课堂，一下子来
了40多人，教室被挤得满满当当，很多孩子趴
在窗口听了一上午。

他们把城市里有趣的课程带到大山里，还
帮学校建起了第一个国旗班礼仪队，第一个科
普实验室，用剩余的资金成立了“雅安妹妹”圆
梦基金，用来帮助像付小琴一样的山区贫困失
学女童。

在离开芦山之前，孩子们在每个成员的队
服上画下了他们的梦想，那件队服便是王昊一
一直珍藏的衬衣，“这是我们坚持下去的动力。”

在扬州大学，有一个由90后贫困大学生自发组建的公益组织，叫“牛津团”。他们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曾受到好心人的资助，
得以继续学业。

怀着感恩的心，他们聚在一起，选择用自己的方式进行“反哺”：以自己的能力募款募资、深入大山送课送教……六年时间，
从6个人到每届200多人，他们的脚步遍及甘肃、四川、青海、贵州等西部省份，把知识和希望带给“曾经的自己”。

2019年，在阿里巴巴联合全国32城发起的“最美家乡人”评选活动中，“牛津团”群体被媒体推荐，最终获得全国十佳“最美
家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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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一阵清脆的鞭炮
声打破了木厂小学的宁静，这个
位于黔南山区最深处的苗寨村小
迎来了新生，寨子里第一座教学
楼拔地而起，淳朴的苗胞们载歌
载舞，以最隆重的方式庆祝这座
教学楼落成。很多人难以置信，
就在三年前，因教室不够，这里的
不少孩子还挤在竹棚里上课。

村庄通车，教师补足，“牛津
团”迎来了马背上的“最后一课”，
志愿者决定给孩子们讲讲“梦想
与希望”。他们用“手绘梦想”的
形式，引导孩子们画出自己的理
想；他们将六年来记录下的图片、
影像制作成微电影，向孩子们生
动展示山乡巨变。

这次获得全国十佳“最美家
乡人”荣誉称号，团员们感到“既幸
运又惭愧”，“幸运的是我们微不足
道的付出得到了天天正能量的认
可，得到了家乡和全社会的认同。
惭愧的是，其实走在前台的我们只
是‘爱心’的搬运工。”创始成员之
一张运如今已经留校，作为“牛津
团”的指导老师继续发光发热。

张运说，“牛津团”还在继续，
不断前进的背后，是更多社会爱
心人士的默默付出。无数淳朴的

“无名者”，用一点一滴的正能量
浇灌着“牛津团”成长，激励和敦
促项目继续下去，他们才是真正
的“最美的家乡人”。

（许亚薇 正能量益家人）

“冰淇淋为什么是凉的？”“长
城是建在云朵上的吗？”“城市的
高楼比眼前的大山还高吗？”……
贵州群山深处的村子里，山里娃
忽闪着纯净的眼睛，向支教团的
志愿者们发问。

回忆初见孩子们时的场景，
第一届支教团团长陈晟至今记忆
犹新。

2014年，团队联系爱心人士
结对当地孩子，在发放助学金时，
有几名学生双手捧着助学金，声
音颤抖着说：“老师，这个钱交给
您，帮我们买一些课外书吧。”

孩子们稚嫩的请求让在场所
有人哽咽。

2014年6月，扬州大学“牛津
团”进山了，当马匹第一次驮着大
包小包的行李进寨时，当地小学
的校长对这群稚嫩的大学生颇为

不屑，“前后入驻过不少外来志愿
者，但现状从未改变，这群乳臭未
干的大学生又能带来什么？”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外面的世
界，队员们在最偏远的山区村小
开展科技文艺、审美教育、心理健
康等素质拓展教学，指南针、风向
仪、静电发生器……他们在大山
里建起第一个科普实验室，带着
设备，领着孩子在山与山之间发
现科学的乐趣，通过朴素而有效
的方式，和山里教师一起，为孩子
们打开一扇瞭望山外的窗口。

山路弯弯，马蹄声碎。六年
时间，志愿者换了一批又一批，但
前辈离开，总有后辈继承。年轻
的志愿者们，用肩扛、用马拉，深
一脚，浅一脚，在山与山之间流
转，硬是将一批批物资送进大山，
为孩子们带去“第二课堂”。

“轮到我来帮助他们”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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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着马儿进山送课

他们自称“爱心搬运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