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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时间，78万个废弃的矿泉水瓶，如果
堆起来的话，要用5间能容纳60名同学的大教室
才能盛放得下；46000多斤废纸，收废旧物品的
老人要用小三轮车拉50趟才能拉得完。84160元爱
心助学金，就是用这样一张张废纸，一个个矿泉
水瓶累积而成。十年时间里，有678名家庭经济困
难的学生受到了资助，得以继续高中学业。但
这，也许不是多少钱所能衡量出来的价值。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淄博博山区实验中
学爱心社的发起人，身兼学校团委书记、高二
级部主任的徐金平老师感慨道：“废旧物品虽
然不起眼，但可以回收再利用。只有心中有
爱，才能坚持把爱心社做下去。”

爱心，是一缕明媚的阳光

“高一一班，213个瓶子，30斤废纸。”
“高一七班，瓶子187个，废纸21斤。”
“高一二十二班，瓶子1 5 6个，废纸3 7

斤……”
9月25日下午，记者来到博山区实验中学采

访时，恰逢每周一的集体大扫除。学生们三三
两两地将成箱的矿泉水瓶、废纸抬到教学楼
下，爱心社的成员一一清点、记录，收集到一
起之后，再卖给收废旧物品的老人。这些钱会
被统计到爱心社专门的账本上，然后送到需要
帮助的贫困生手中。

这样的场景，已经在这座校园中上演了十
年。十年，3600多个日日夜夜，爱心社的爱心
传递始终在行动。

去年年末，高二十九班的闫畅因突发疾
病，先后在淄博市第一医院、山东省胸科医院
治疗，巨额的医疗费用导致家庭经济困难，后
续的治疗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学校领导了
解到他的困难后，主动减免了他的学杂费，爱
心社捐出资助金1000元，班里的老师同学也踊
跃捐款2510元。

“当我接过平时同学们捡瓶子、卖废纸，
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救助金时，让我在困境中
看到生命的希望。有我们实验中学这个集体的
爱陪我一起面对，相信我终有一天会战胜病
魔，重归实验中学这个温暖的大集体。”如今
仍在病榻上的闫畅心怀感激。

爱心社的温暖，并不仅限于自己的学生。
2009级的高泽在读期间，母亲突然被查出患了
尿毒症，面对高额的治疗费，一家人手足无
措。父亲唉声叹气，不知道从哪里能筹措这么
多钱。

学校领导听到这个消息，从爱心社取出
1700元救助金，连同老师同学们的捐款，送到
了他们的手中。

高泽顺利完成高中学业后，就读于临沂大
学，现已毕业工作。如今谈到当年受资助的情
形，他仍感恩怀德，“爱心是一股甜甜的泉
水，使不幸的人忘记生活的苦涩；爱心是一道
飞架在天边的彩虹，使满目阴霾的人见到世界
的美丽；爱心是一片照射在冬日的阳光，使贫病
交迫的人感到人间的温暖。我们博山区实验中学
的爱心社就是这样的一股清泉、一道彩虹、一片
阳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爱心社主动向
我伸出了援助之手。上了大学以后，我也开始
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去帮助同学。”

从“心”出发的收废旧行动

时光追溯到2007年12月6日。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窗外北风呼啸，博

山区实验中学大礼堂这座几近废弃的房子里，
却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十多名学生，在徐
金平老师的带领下，正在清点整理爱心社第一
次活动收集起来的矿泉水瓶和废纸。

爱心社第一任社长王文超，也是当时的学
生会副主席。她回忆：“爱心社活动那天下着
大雪，当我和社员们来到活动场地时，地上已
经积了一层厚厚的雪，各班参加活动的同学，
三五个人把箱子抬出来，在清点之际，不时搓
着手对记录的同学说，‘快点！快点！好冷
啊。’而此时，清点和记录的同学，脸已经被
寒风吹得通红，却仍没有一点点不耐烦，‘好
的好的，很快就好。’”

回收来的瓶子里有的还残存着一些没喝完
的水，社员们得一个一个把瓶子倾倒干净；那
些废旧的纸张，有的是报纸，有的是纸盒，有
的是写满了密密麻麻文字或者公式的作业本，

需要分门别类，才能卖一个更合理的价钱。
“全部清理完毕时，大家的手早已被冻木了，
可想到能为家庭贫困的同学做点事情，能用自
己的爱心帮助更多的同学，心又开始温暖起
来。”王文超说。

因为工作原因，徐金平经常和学生在一
起，了解到学校有许多学生家庭贫困，有些是
单亲或者家长无固定工作，有些是因为家庭成
员身患疾病。

“高中生活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
同学们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加强综合素质、提
高将来为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阶段。但是，每
当看到学生因为家庭贫困处在失学边缘的焦虑
眼神，内心总不是滋味。拥有3600多名学生的学
校，每天被扔掉的垃圾很多，其中有大量是可以
回收再利用的饮料瓶、废纸等等。”徐金平想，如
果能把这些废旧物品收集起来，既可以响应国家
号召节约能源，也可以向同学们宣传和倡导卫生
环保的生活理念，更可以利用这笔资金资助一
部分同学，帮助贫困学生完成高中学业。这实
在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

然而，起初爱心社的发展并不顺利，组建
起社团之后，徐金平在全体班主任会上介绍了
活动的流程，有的班级开始了废品的收集工
作，但是参与的班级并不多，很多老师和学生
并不理解。

“有人觉得回收垃圾不体面，社会上地位
很低的人才会做这个；有人觉得学习最要紧，
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是正事，管他人的闲事儿没
有用；还有人认为就算参加社团活动，可以参
加个音乐、美术、体育这样的专业社团，干净
体面，还可以帮助升学。”

作为当时学校里最年轻的中层干部，徐金
平在教学、班级管理及分管工作方面的成绩都
很好，很多同事都劝他放弃这个出力不讨好的
想法，可他不但没有放弃，而且在12月11日的
升国旗仪式上，向全校师生宣读了《爱心助学
倡议书》：

老师们、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身
边生活困难的同学,在政教处指导下，我校学生
会专门成立了勤工俭学爱心资助中心，带领大
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身陷困境的同学以精神
上的关爱和物质上的帮助，让他们能和其他同
学一样，在这充满阳光的时代健康快乐地生
活，顺利地完成高中学业，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代表爱心资助中心向全体师生发出倡
议：大家行动起来，从身边做起，收集每一个
矿泉水瓶、每一份旧报纸、每一张废讲义，将
这些可回收物品送到爱心资助中心，我们将把
它们变成一份爱心，传递到需要帮助的同学手
中。

尽管有些人犹疑，但仍旧有很多同学报名参
加。没出三天，报名加入爱心社的同学就有几百
人。因为人数太多，徐金平只好再次动员部分同
学“转会”到其他的社团。

因“爱”汇聚

“2008年1月9日，收入860元，支出0元，结
余860元，事由：卖废旧。书纸188斤，白瓶7000
个。经办人：徐金平、王文超。

2008年3月8日，收入1792元，支出0元，结余
2652元，事由：卖废旧。书纸1568斤，白瓶1810个，
易拉罐6个。经办人：徐金平、王文超。

2008年3月22日，收入760元，支出0元，结
余3412，事由：卖废旧。书纸515斤，白瓶2604
个，易拉罐8个。经办人：徐金平、王文超。

……”
在徐金平的办公桌上，有两个塞满爱心社

文件的档案盒。翻看爱心社的账目，每一笔都
记得清清楚楚。

在爱心社成长的十年里，徐金平在工作之
余，将全部的心血都放在了爱心社的发展上。
他指导学生制订了爱心社章程，完善爱心社活
动、贫困生资助等规章制度，主持组织爱心资
助仪式，策划和参与各届爱心社社团成员的招收
和换届；指导各任社长整理和管理变卖废品的琐
碎工作，整理爱心社的收支账目，协助班主任确
定受助人员和资助金额等等。十年时间弹指而
过，许多感人的瞬间留在了他的脑海中。

参与到爱心社的同学，原因千差万别，但
根源都是一个“爱”字。

高三八班的董云翔同学，高一刚入学的时
候，并不是爱心社的成员。同在实验中学读书
的姐姐经常参与爱心社回收整理废旧物品的活
动，有时候姐姐会问他，你愿不愿意去？起
初，董云翔并不太愿意去，但碍于姐姐的面子
还是去了。后来去的次数多了，他才发觉尽管
这个活很脏、很累，但是想到自己的劳动可以
帮助到别人，心里就充满了快乐。

高三九班的李彦同学学习成绩不理想，干
脆就偷懒，甚至逃避上自习课。他被同学拉着
去参加了爱心社的活动，清理瓶子、整理废
纸，总是兢兢业业。“想到爱心社的捐款中有
自己的一份劳动，我很有成就感。那些家庭困
难的同学都这么刻苦努力地学习，自己又有什
么理由逃避学习呢？”于是，李彦再也不逃课
了，也开始认真学习了。当然，爱心社的活
动，他还是一如既往地参加。

高三七班的刘玉涵来自农村，母亲照顾失
明的奶奶，父亲在附近打工供养她和妹妹读
书，家庭经济拮据。高一下学期，收到爱心社
发放的100元资助金后，孝顺的她给爷爷奶奶买
了鸡蛋、香蕉送过去，剩下的钱自己攒着，成
了自己从未有过的零花钱。“100元钱虽然不
多，但对于我们家庭比较贫困的学生来说，其
实也是一种安慰和帮助。我很感谢爱心社，别
的忙帮不上，平时我会在班里帮忙收集废旧物
品，把它们送到爱心社。”

每一年，都有新的同学加入到爱心社中

来，有的同学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退出了，新
的同学又参与其中。爱心接力棒，也从这一届
传递到下一届同学的手中。

前任爱心社社长、高三九班的孙晨硕同学
说：“记得我第一次参加爱心社活动，当时的
瓶子是0 . 6元/斤，废纸是0 . 4元/斤。我们一下午
的努力，拿到了150元钱。老社长对我说：‘本
来该由我带你完成第一次活动的，但是发现你
基本都会了，应该不需要了。’这一番的鼓励
让我觉得自己也该承担这份责任了。记得那天
下午下起了蒙蒙细雨，我们在雨中完成了活
动。”

2016级学生会主席、高三七班的房姝瑶同
学说：“我们收集废矿泉水瓶、收集废旧纸
张，是为了爱心，也是为了环保；水瓶中干净
的水我们也不是随意倒掉，而是把它浇在学校
的花草树木上，这也是一种资源的利用。”

“来到爱心社，你才会知道什么是团结。
每次爱心社活动，同学们都会忙到很晚，清理
散落的垃圾，记账时帮忙举着手电筒照明，经
常晚饭都来不及吃。团结对于我们社团来说非
常重要，大家的凝聚力就是在一起劳动中慢慢
提升的，大家都知道要主动付出，互相帮
助。”孙晨硕说。

高二九班的焦宁欣以前花钱总是大手大
脚，参加爱心社的活动，花一两个小时收那么
多瓶子、废纸，才挣一两百元，让她体会到了
挣钱的不易。“现在感觉花每一分钱都要经过
深思熟虑，想想我是不是应该花它，是不是真
的需要这个东西。”

而在现任爱心社副社长、高二十一班的翟
子豪看来，自己的劳动可以帮助别人很有意
义，认识很多新朋友，共同体验友谊与成长则
更为珍贵。

曾经的爱心社成员乔雪同学说：“从踏进
实验中学校门那时起，老师就教育我们做事先
做人，先利人后利己。那时候我作为班级的班
长和学生会的主席，可能要比一般同学接触的
人和事更多些，也更能感受和体会到老师的不
容易，以及从不同角度去关心帮助身边同学的
重要性。我们的爱心就是源于这点滴的生活。
现在我从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就职于
山东英才学院，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我想，自
己能够有今天的成长和收获，要感恩于我的母
校实验中学，三年的学习生活让我收获颇
丰。”

我们会老，爱心社永远年轻

2016年，1792 . 45元钱。
看起来，这个数目很不起眼，但对于爱心

社来说，筹集这些钱，需要的是102510个空矿
泉水瓶，加上2647斤废纸，再加上几十名同
学、一年中的无数个午休、晚餐前的休息时
间，甚至是许多节自习课。

谈起这几年物价的飞涨和废旧物品的贬
值，徐金平掰着手指跟记者算起账来。“我们
2008年收了62949个瓶子，废纸9156斤，那时候
的瓶子是0 . 1元一个，书纸是0 . 85元一斤，箱子
纸是0 . 5元一斤。到了2016年，瓶子跳崖价0 . 01
元一个，每个瓶子原来是一角钱，现在跌到了
一分钱一个。”

“价格波动的那一阵我们都不想干了。原
来，废旧物品的价格高，可以资助很多同学。
后来，价格忽然降得很低，瓶子都不按一个多
少钱了，而是一斤多少钱。大家都觉得这钱太
少了，我们那么辛苦地收集废旧物品，劳动量
很大，感觉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有的同学提
出，要不就不要去收集了吧？”房姝瑶说。

其实动摇的不止是爱心社的同学们，一手
将爱心社建立起来的徐金平，心里也有了波
动。“当时我担任毕业班的班主任，教着两个班
的课，还身兼多个校内职务，自己的孩子又很小，
精力和时间确实跟不上。但自己一直带着这个社
团，每一次活动，每一次资助，每一次受助学生和
家长的感谢，又让自己不舍得放弃。”

爱心社的活动中断了一个星期，可到了周
一下午第四节课，还是有些班的同学会拿着瓶
子、废纸来到爱心社，看没有人收很好奇，四
处找学生会的同学打听。这也触动了爱心社同
学们的心：“我们觉得同学们还是有这份心，
后来大家就决定继续坚持，毕竟已经坚持了这
么多年了。一个瓶子的钱可能很少，但是全学
校每个人一个瓶子，那就很多了。这种积少成
多的力量难能可贵。”房姝瑶说。

这件事也让徐金平感慨颇深。“做一名老

师会很平凡，但是不能碌碌无为平庸一辈子
吧？将来给实验中学留下一个德育品牌，坚持
下去也是好的。我们会老，但爱心社会一直年
轻，那是爱在传递。”他说。

于是，爱心社的活动又恢复如常。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爱心社，并不是几个人的事情，也不是几
个人在行动。

班级中，班主任问谁能够带来装废旧物品
的麻袋或者纸箱时，带来的人，总比当初举手
的人多。

办公室里，废纸、废报纸积攒多了的时
候，老师会通知班主任，让爱心社的同学来
收。

毕业时，高三的毕业生会把宿舍里的废旧
物品收集起来，留给爱心社。

在家卫生大扫除时，同学们也会将废品卖
掉，带到学校算成自己的爱心款。

收废旧物品的老人，知道同学们不是为了
挣钱自己花，而是为同学们献爱心的时候，向
来都是很仗义地给凑个整数，或者把秤杆子压
得很低很低。

快乐和幸福，不是索取，而是付出。付出
的愈多，奉献的愈多，幸福的种子会深深地扎
根在心灵的一方乐土上。

当然，学校对贫困生的资助，也并不局限
于爱心社的微薄之力。国家助学金、社会团
体、个人捐赠等，都以不同的方式助力贫困学
子的成才之路。

学校每年争取国家资助金30余万元，资助
人数400余人。

每年9月份，金晶集团都为学校10名优秀毕
业生提供助学金2万元，该活动已持续14年，资
助贫困大学生140名。

学校从有限的资金里面，每学期为120名品
学兼优的中学生发放奖学金2万元；每年为207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减免学费近20万元。

学校积极联系学生餐厅为部分贫困生提供
免费就餐，每学期减免10名同学的餐费。每名
同学平均每天按照12元的标准享受资助，此举
受到学生及家长的一致好评。

学校积极利用各种渠道，为贫困生争取社
会捐助。多家单位和社会好心人士慷慨解囊帮
助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爱的温暖，如同阳光的照耀，从来就不是
狭隘的。

汶川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
的心。博山区实验中学的教师们行动起来了，
一千、三千、五千，80多岁的老党员，拖着病
弱之躯将一沓钞票送到学校；同学们行动起来
了，五角、一块、十块，许多同学将零花钱、
早点钱捐献了出来。75000元捐款，带着师生们
的牵挂和问候送往灾区。

玉树地震，26250元钱，带着同学们的温暖
送走了。

西南缺水，同学们再次将“一瓶矿泉水”
钱捐出来，3万多元钱，虽然不能彻底让西北的
孩子摆脱干渴之苦，但同学们的爱，却如同冰
凉甘甜的泉水，滋润着西南的几株禾苗……

博山区实验中学校长张建国说：“我们学
校自建校以来就形成了奋进向上、爱心助人的
优秀传统，学校一直坚持以德树人，以德育人
的教育理念，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加强对
学生的品德教育、感恩教育、自信教育和法制
教育，教育同学们要先做人，后做事。如果
说，学校德育是一棵大树，那么爱心社就是这
棵大树上结出的一个硕果。我们一定要将爱心
社的活动坚持下去，从形式到内涵进行更深层
次的挖掘、扩展和创新，薪火相传，爱心传
递，争取把这个全市德育品牌做得更有成效，
把这种爱的精神传承得更加久远。”

10月16日，徐金平的QQ头像闪动：“昨
天，学生们刚卖了些废旧物品，废纸8毛钱一斤
了，这是近几年来的最高价。大家都很兴奋，
来我这记账的时候都手舞足蹈了。”徐金平的
心里，比学生们更激动。

爱心是一股撞开冰闸的春水，是一座亮在黑夜的灯塔，是一柄撑起在雨夜的小伞，是一道飞架在天边的彩虹。在淄
博市博山区实验中学，点滴行动汇聚成了爱的涓流……

爱心社：十年坚持，将爱传递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本报通讯员 魏其宁 王正军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奥31岁外长将成
欧洲最年轻总理

奥地利现外长塞巴斯蒂
安·库尔茨领导的奥地利人
民党得票率遥遥领先现总理
克恩领导的社民党和右翼的
自由党。奥总统范德贝伦表
示，待正式计票结果公布后
将任命库尔茨组建新政府。
这意味着31岁的库尔茨将成
为欧洲最年轻的政府首脑。

陈颖/摄影
拥有3600多名学生的学校，校园里每天扔掉的垃圾很多，其中有大量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饮料

瓶、废纸等等。如果能把这些废旧物品收集起来，既可以响应国家号召节约能源，也可以向同学们宣传
和倡导卫生环保的生活理念，更可以利用这笔资金资助一部分同学，帮助贫困学生完成高中学业。
这实在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这便是淄博博山区实验中学爱心社的发起缘由。

日本推出治愈系
猫尾机器人

你是否只想享受抚
摸宠物的感觉而害怕与
它们分离呢？近日日本
一家公司解决了这个问
题，制造一个柔软的圆
形垫子，内部的机器能
够模仿宠物在主人抚摸
的时候作出反应。

2017国际轮椅小姐
选美大赛举行

波兰华沙，2017年
国际轮椅小姐选美大赛
举行。在此次赛事中，
白俄小姐A l e k s a n d r a
Ch i c h i k o v a (左 )摘得桂
冠。

澳洲壮硕袋鼠
河中洗澡吓坏路人

2 7岁的摄影师J a c k s o n
Vincent在澳大利亚北部河边
遛狗，发现了一头身高近1 . 95
米，体重达101公斤的袋鼠。
袋鼠注视着Jackson和他的爱
犬，摆出一副“怎样？要单
挑吗？”的表情来，实在吓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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