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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长期做好事。今年77岁的张如普坚持

助学29年，资助学生118人，哪怕在身

患重病的时候，也没有终止，堪称难能

可贵。

张如普是镇海蛟川街道一名普通

的退休干部，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宁波有很多捐资助学的人，自己不过

是其中一个，刚好被媒体知道了，报道

了，这不算什么。

确实，捐资助学这根接力棒，在历

来重教的宁波，有着很好的传承。从宁

波帮到“顺其自然”，正是因为一个个

爱心人士的付出，让无数人感受到这

座城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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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镇海甸张村的张如
普，是一名有着11年兵龄的退
伍军人，退伍后一直在镇海的乡
村和街道工作，直至退休。

他的助学路始于1995年，
29年间，他资助了118名学生，
累计捐助金额70万元左右。仅
今年，他资助的学生就有18人。

刚开始，他资助的孩子主要
是通过身边的亲朋了解到的，范
围在镇海。一次，他在《宁波晚
报》上看到市慈善总会发布的一
则消息，得知有贫困大学生需要
帮助，于是马上联系了慈善总
会，表达助学意愿，这才有了持
续捐助的第一个大学生高同学。
高同学来自河北，考上了宁波大
学，却无力负担学费，张如普就
资助她直至大学毕业。

这也是张如普第一次与市
慈善总会联系。之后，他特意
订了《宁波晚报》，以便及时看
到学生求助的信息。慢慢的，
他资助的学生多了起来，一般
都是在宁波读大学的学生，他
们的家乡遍布各地，近的是宁
波地区的，稍微远点的有诸
暨、临安等省内的，更远的来
自安徽、河南、山东、江西、广
西、内蒙古等地。

其间，张如普又在电视上看

到了福建惠安的消息，那是他当
兵的地方，相当于他的第二故
乡。于是，他又联系上了惠安市
慈善总会，每年资助10名贫困
大学生，资助了四届，共40人。

除了资助大学生，张如普也
资助过小部分高中生。起因也属
偶然，2011年，贵州普安县政府
办公室副主任来镇海区蛟川街
道挂职，交流的过程中，张如普
知道了贵州普安当时有不少家
庭只能解决温饱问题，无力负
担孩子上学。于是，在挂职干部
的牵线下，张如普联系上了贵
州普安县青山民族中学，与10
名高中生结对，资助他们完成高
中学业。

开始助学时，家里上有老下
有小，负担较重，张如普每年用
于资助的费用约占自己收入的
1/4；后来两个女儿工作了，他就
拿出收入的1/3用于助学；等到
退休，他资助的费用占到了收入
的1/2；如今，已经超过了1/2。

最难的是 2014 年。那年 3
月他得了重病，辗转宁波、上海
治疗，经济状况捉襟见肘。后来
遇上家里房子拆迁，拿着拆迁款
的张如普，在镇海买了一套老旧
的小房子，多出来的钱治病之余
继续用来助学。

“得到您的帮助，我十分感
激，您让我的求学梦想实现了，我
能踏踏实实地把书读好。我一定
会努力上进，好好学习，将来为国
家奉献力量。”

“我们定会通过这三年的不
懈努力，考上大学，回报社会，回
报您对我们的期望……”

这是早些年，张如普资助的
贵州孩子给他写来的信件，他珍
藏在一个箱子里，箱子里还有不
少信件，都是之前受资助学生写
来的。“现在信件少了，有时候会
通过手机微信联系，不过总体上
我跟学生们联系不多，不想打扰
他们的生活。”张如普说。

张如普觉得这么多年，学生
一直记得他，也挺温暖的。

临安陈同学的信息是张如普
在电视上看到的。那时候是1999
年，陈同学母亲身患重病，妹妹退
学打工谋生，陈同学的大学还有
一年半毕业，面临交不起学费和
生活费的困境。“总不能让孩子就

这样不读书了吧，于是打电话到
电视台，表达了资助想法。”一开
始，陈同学还不相信有这样的好
人好事，毕竟不是三五百元，而是
近万元费用。结果第二天，她就在
学校见到了赶来的张如普，他是
直接带着钱去的。为了打消孩子
的不放心，张如普甚至写了一份

“协议”，表明自己绝对不求回报。
毕业后的陈同学在一家制药厂工
作，结婚时父女俩盛情邀请张如
普前去喝喜酒。见到张如普的陈
同学，向自己的另一半介绍“这是
我的恩人”。

李同学是2008年汶川大地
震后，张如普资助的两名灾后贫
困生之一。现在早已毕业，随建筑
公司在非洲工作。“2018年他突
然联系我说，‘张伯伯，我终于找
到你了！’原来他工作以后换了手
机，电话号码丢了，后来通过市慈
善总会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这
才有了那一通跨国电话。”两人加
了微信，偶尔互动一下。

为什么要持续不断地助学？这
个问题张如普被问过无数遍了。

他用一首打油诗来回答：退休
生活有保障，日子过得像小康，帮
困助学我引导，幸福感谢共产党。
这是一个有着54年党龄、11年兵
龄的老人朴素的回答。他认为知识
非常重要，自己当年就是吃了没知
识的亏，所以能帮就帮一把。

这些年，从市慈善总会的负责
人到他的朋友们，也不是没人劝过
他，自己身体不好，经济条件也一
般，已经资助这么多学生，可以不
用再资助了，但每次看到遭遇困境
的学生，他总是忍不住伸出援手。

就像今年，原本按照他的计
划，资助到115个学生的时候想
收尾了，但当他收到消息，有一名
大学生因为资助人自身遭遇变
故，无力再资助时，他又毫不犹豫
地出手了。

这次结对的困难大学生小赵
是安徽人，父亲今年2月因心梗
去世，母亲伤心过度，健康每况愈

下，家里弟弟妹妹还在上学。得知
小赵的家庭状况，张如普不仅资
助小赵每年5000元，还和朋友一
起去了小赵家探望，大家凑了点
钱给小赵母亲看病。在资助小赵
期间，他每年再捐助3000元，帮
助小赵的弟弟妹妹。于是，资助的
学生达到了118人。“能多帮一个
是一个吧。”张如普说。

说起家人的态度，张如普说
一开始他是瞒着家人的，直到10
多年后被媒体报道了，家里人才
知道。一开始，妻子也是不太理解
的，家里也不富裕，连给她买个手
链都不舍得，为什么一直要资助
别人呢？“不过现在，老伴和女儿
们都很支持我了，她们只要我开
心健康就好。”

“我现在的小目标是，到
2027年，身体允许的话，我希望
能资助到127个学生。”为什么到
2027年资助127个？因为那是建
军100周年，又是2027年，他想
有点仪式感。

从1/4到1/3，再到1/2多 他和那些学生的故事

张如普的小目标

张如普家的一角。

2929年年，，他托起他托起118118名学生的求学梦名学生的求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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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起资助的学生，张如普笑得很开心。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