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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学堂
XIANDAIJINBAO

曾经 他因贫困险些与大学失之交臂
后来 在学校和老师的帮助下完成学业
如今 他向学校捐赠200万元奖教基金

寒门学子创业成功反哺母校
曾经，他因家庭贫困险些

与大学失之交臂。后来，在学校
和老师的帮助下，终于完成学
业。如今，他的事业蒸蒸日上，
还时时保持一颗感恩的心。11
月 10 日，在母校浙江工商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产教融合大会之
际，他慷慨捐赠 200 万元设立

“尤伟得 (UWELD)”奖教基金，
用来奖励母校优秀学子和教
师，资助学生创新创业。

他叫李供财，该校 2001 级
学生，经过10多年的奋斗，已成
为尤韦得(UWELD)科技公司总
经理。他充满感情地说：“非常
感恩母校，我只是想做点力所
能及的事情。”

□记者 李臻 通讯员 姚敏明

本报讯（记者 施代伟）11月10日，第十所华茂“彩虹
之家”在新疆库车县乌尊色根苏盖特小学揭牌落成。

今年9月，华茂教育基金会从宁波援疆指挥部了解
到，始建于1936年的库车县乌尊镇色根苏盖特小学大
部分课桌椅、体育器材年久失修，音乐教室、美术教室空
空如也，遂通过“华茂·彩虹计划”筹款15万元，加上基
金会的15万元捐款，购买了30万元的课桌椅、音美教
学设备、体育器材等，并于上个月运到了学校。

通过工作人员的安装，如今课室内已“旧貌换新
颜”，新课桌装好了，美术室配备了全新的专业教学设
备，空荡荡的操场安装了篮球架、足球门。此外，华茂还
带去1000个保温杯，为孩子们点亮“冬日喝热水”的“微
心愿”。

在揭牌现场，还举行了首届“彩虹之家”绘画大赛启
动仪式，贵州、云南、吉林等10所“彩虹之家”学生将参
与比赛。

李供财 1982 年出生于台州椒江农村。
2001年，他考上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国际
交流学院实用英语专业。因为家境贫困，在学
校报到的最后期限都没能筹到数千元学费，
这让他的父母寝食不安。事隔多年，当时家里
的境况他仍记忆犹新：“我红着眼眶告诉母
亲，我决定放弃学业去赚钱，可在转身的一瞬
间，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

新生报到已经一周了，李供财打算放弃

学业。工商学院班主任江华凤老师获悉情况
后，每天晚上都会来一个电话，一再殷切地劝
导。李供财说：“老师告诉我，只要我有来宁波
的车费就有机会继续学业，学费问题会解决。
当时母亲把家里仅有的2000多元钱给了我，
我就这样来到宁波。”

“后来我问过江老师，为何持续不断给我
打电话，江老师说，一吃完饭就想到你，不想
看到自己的学生失学。”李供财说。

缴不起学费，他差点放弃学业

多方助力，顺利完成学业
李供财告诉记者，多年过去，他仍清晰记

得当时老师们怎么帮助他，让他顺利完成学
业。

李供财到校后，第一件事就是交学费。考
虑到他家实在贫困，学校领导亲自与银行沟
通，在最高额5000元的基础上多批了2000
元助学贷款，加上李供财的2000多元现金，
勉强凑齐了9600元的学杂费。

学费交了，但后面的生活还有问题，这时
国际交流学院的王联晓老师伸出援手。王老
师让李供财担任学校中澳合作项目助理，主

要工作是帮老师收发文件、招生，给外教老师
做一些简单的翻译。这样每月能拿到300元
的勤工助学金，支撑他一个月的生活费。

在李供财毕业时，王老师替他还清了欠
着学校的1700元，帮助他顺利毕业。

“这两位老师，可以说是我的大恩人，没
有她们，我是没法完成学业的，也感谢工商学
院其他老师的照顾和教诲，是工商学院和老
师们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我也珍惜这来之
不易的学习机会，时常提醒自己，一定要好好
学习！”李供财说。

勤奋拼搏，事业快速发展
2004年，李供财告别校园踏入社会，先

在宁波一家大型公司工作。三年时间从一名
学徒到公司业务骨干，收入也从最开始月工
资 600元逐步增加到年薪 10万元。更为重
要的是，三年多的历练使他学会了担当，更
加理解父母的不易，他用工作的积蓄还清了
家里的债务和助学贷款，改变了家里的经济
状况。

2007年，他毅然选择离职创业，成立一
家工具有限公司。创业初期，他经历了国际
金融危机等种种困境，但李供财并不气馁，
把它当作一次挑战自我、逆流而上的机会。
公司很快就扭转了被动局面，订单量也开始
不断攀升。

经过数年的发展，他的企业逐步步入正
轨，并在行业内崭露头角，业务遍及多国。

反哺母校，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李供财始终保持着一颗感恩之心。五年

前，李供财曾为母校捐赠20万元设立奖学
金，用于资助国际交流学院品学兼优的贫困
生。

这次，为支持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推进
产教融合，李供财向学校再捐助200万元。其
中30万元，用来奖励学校国际交流学院品学
兼优的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和乙方德才兼备的
国家级奖励获得者教师；而170万元，则设立

“尤韦得(UWELD)创业资金”，资助学生创新
创业以及奖励创新创业优秀指导教师。

“设立创业基金，我想为更多的学弟学妹
们在创业初提供一臂之力，有孵化基金后顺
利创业，并能取得成功，而后再帮助更多的
人，这样形成良性循环。”他说，“希望这是星
星之火，能够做一点贡献。”

说起捐赠一事，李供财很低调，他说以前
家中虽然贫困，但父母总教导他很多做人处事
的道理：要有一颗懂得感恩的心，为人要诚信、
正直……“这些话影响着我，也促使我一直保
持感恩之心，我想，只要有机会，我会做点力所
能及的事吧。”

本报讯（记者 钟婷婷）“我将这个项目称为领头雁
工程，加群雁飞工程。我们都知道，一个校长是一个学校
的核心和灵魂，一个好校长、一批好老师，成就一个好学
校……”11月10日下午，在鄞州区开展的校(园)长、书
记学习共同体暨“三名”工作室成立仪式上，鄞州区教育
局局长王建平如是说。

“三名工作室”是指由名校园长、名教师、名班主任
领衔组建，以“校园长、书记学习共同体”“名师工作室、
名班主任工作室”为主要载体的学习团队，也是鄞州区

“三名工程”建设一脉相承一项重大举措。
启动仪式上，记者获悉，鄞州区今年将建设100个

左右的名师工作室，由特级教师、市级以上名师、骨干教
师承担工作室领衔导师。同时建设50个左右的名优班
主任工作室，由市、区级名优班主任承担工作室负责人。
值得一提的是，每个名师工作室和名优班主任工作室的
成员中，边远、农村学校学员必须占到三分之一。

所组建的150（164）个名校园长、名教师、名班主任
工作室，通过名师带徒、结对帮扶、驻点支援等多种形
式，推进优质资源向农村学校、普通学校辐射，进一步扩
大优质资源的覆盖面；充分发挥名优教师引领发展的作
用，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均衡发展，从而推动事业向更
高层次进阶。

此外，“三名工作室”将充分利用沪、杭等地乃至长
三角地区的高校资源、名校名师资源，邀请教育名家走
进鄞州，传授教育和管理经验，交流教育热点问题，破解
学校发展和教育教学难题。

近年来，为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鄞州区整合全区
各类教师教育资源，打造教师教育资源联盟，建立全覆
盖、全方位、多渠道的继续教育网络，为教师教育提供强
有力的专业支持。

今年，鄞州区在名优教师培养上继续取得好成绩：
获评市名校（园）长4人，首批骨干校长1人，市学科骨
干12人，均居全市首位。另外在省教坛新秀、省班主任
基本功大赛上鄞州区均取得优异成绩。

王建平在会上强调，“校园长、书记学习共同体”与
“三名工作室”的建设代表了鄞州区在教师发展理念上
的一个转变，即从注重学习培养向培养和使用并重转
变。构建鄞州区“校园长、书记学习共同体”，就是发挥名
校园长的引领作用，创新校园长、书记学习研修模式，通
过促进校园长、书记专业发展，来推动学校、幼儿园管理
创新，从而培养一大批品德修养高尚、思想理念先进、管
理实绩突出、办学特色鲜明的学校管理人才。

据悉，此次启动项目立足鄞州教育现状，旨在破解
学校发展和教育教学难题，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全
面提升中小学校办学水平。

“校长是一所学校的灵魂”

鄞州将建百个名师工作室
边远、农村学校学员占三分之一

第十所华茂“彩虹之家”落地新疆

“爱心接力”托起孩子求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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