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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进行首次家访，由爱心家庭亲手将第一笔帮扶

款交给受资助的学生。此后，所有帮扶款项、沟

通往来就由结对家庭自主协商完成。

“我们要传递一种情感认知：只有爱心家庭

走进学生家里，学生才能走进你的心里。”罗自

祯说，爱心家庭走访困难家庭的同时，也为对方

的未来发展出谋划策，进而带动困难家庭在认

知观念、生产方式、生活习惯上发生转变。不

少困难学子也成为了爱心家庭中的“干儿子”“干

女儿”。

来自钟英乡西山村的鲁顺梅就是罗自祯、何

莉芹的“干女儿”。2013 年，鲁顺梅考取大理州

民族中学，但由于家庭贫困，她准备放弃学业外

出打工。在学校的推荐下，罗自祯、何莉芹与鲁

顺梅家结成帮扶对子，资助其完成学业。鲁顺梅

读高中期间，夫妇俩把全部时间和精力倾注在她

的学习和成长上。

多年来，罗自祯、何莉芹对鲁顺梅用心用情

地照护和帮扶，让双方的感情逐渐升温，也让两

家人成为互相牵挂的至亲。2016 年，鲁顺梅以优

异的成绩考入华北电力大学，后成为成都理工大

学核技术与自动化工程学院的研究生，夫妇俩一

直为其提供资助。鲁顺梅时常给“干爹”“干妈”

打电话、发信息，聊一聊自己的近况，谈一谈未

来的打算。

汇成一片汪洋

“了解我们做的事情后，有些老板提出一次

性捐资 10 万余元，设立一个助学基金。对于类

似要求，我都会明确拒绝。”罗自祯说，“如果

大理春雨助学爱心公益活动脱离了双方家庭的沟

通交流，变成简单的物质资助，这件事就失去了

初心和意义。”为此，大理春雨助学爱心公益活

动形成了“一要、二去、三不接”的准入原则，

要求新加入的爱心人士必须以家庭为单位参与帮

扶，还要做到每年至少1次与困难学子见面交流。

何莉芹（右）了解贫困学子的家庭情况

开展活动的过程中，大理春雨助学爱心公

益团队努力实现“去行政化”。没有固定的管

理者，又人人都是管理者，每个参与者都会自

觉承担责任。“每次去学生家家访，参与者都

是自行承担费用，产生的其他费用均为AA制。”

罗自祯说，“只有把思想统一到爱心帮扶这件

事情上，大家才能专心地把事情做好。”

同时，罗自祯也积极引导爱心家庭采取合

理的帮扶方式。“我们设定每个爱心家庭的帮

扶资金以每年 2000 元为基准，鼓励大家量力

而行。”罗自祯说，这样做的好处是每个爱心

家庭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帮扶力度，让双方家

庭更注重感情交流，也让受资助的学生形成拼

搏向上的正确价值观。

在罗自祯、何莉芹及众多爱心家庭的努力

下，大理春雨助学爱心公益活动规模逐年扩大，

从 2013 年启动时的 4 户爱心家庭，到 2023 年

已增加至 500 余户爱心家庭，资助困难学生

534 名，累计组织开展活动逾 200 场次，捐资

500 万余元。“作为一个以家庭为主体自发参

与的公益活动，我们希望通过凝聚起每个爱心

家庭的点滴力量，汇聚成一片爱心帮扶的汪洋，

让更多困难学子在春丝雨露的抚育下，勇攀学

业高峰，追逐人生梦想。”罗自祯说。

本刊记者   李宏刚   通讯员  李建华 /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