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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来，陶小民共
资助过400多个孩子，他
记忆最深的还是陈洋。

2009年，陈洋以592
分的成绩考上中牟县一
高。“当时家里条件不
好，陶叔叔的奖金是我
收到的第一笔助学捐
款，当时感觉很开心，也
舍不得花，小心地夹在
书里。”

提起陈洋，陶小民
已经不记得是他哪一年
资助的学生，但孩子把
奖金收藏起来的细节令
他既感动又心疼。“我听
他（陈洋）爸说，他把钱
夹在书里面不舍得花，
有时候拿出来看看，感
觉是种激励。”在陶小
民看来，自己拿出的钱
不多，但能给孩子带来
正向影响，让他们想读
书，好好读书，自己格
外满足。

陶小民的 300元奖
励，伴随着陈洋的读书
时光。如今的陈洋已经
工作多年，从新乡医学
院三全学院临床医学专

业毕业后，回到了中牟
县，成为郑庵镇卫生院
的一名医护人员。作为
陶小民曾经帮助过的学
生，陈洋也被陶小民的
奉献精神影响着：“陶叔
叔是一个善良、乐观、正
能量的人。我也想学习
陶叔叔的奉献精神，更
好地帮助他人，服务大
众，服务社会。”

在陶小民15年的激
励下，400多名学生已经
有不少孩子从一流高校
毕业走向工作岗位。看
到孩子们通过读书走得
更远更好，陶小民也更
有动力。“我想把这件事
坚持做下去，我现在才
52岁，最起码要做到 65
岁。以后有人来延续了
更好。”

此刻，这个朴实庄
稼汉子的心愿正慢慢实
现。“已经有曾经受资助
的孩子联系我说想把这
件事延续下去。”陶小民
脸上泛起笑容，用他晒
得黝黑的手轻抚过额头
上的皱纹。

每年8月，都要到镇上取新钱装进红包

中牟一村民15年捐资助学400余人
“钱不捐心里不舒服，不能让想上学的孩子有遗憾”

清晨，52岁的陶小民小心翼翼地抠开抽屉，掉漆的破木桌子深处传来咯吱咯吱的响声，一沓崭新的钞票躺在抽屉中
央。这是陶小民前几日专程去镇上银行取的。每到8月，他总会去镇上取些新钱，装进红包里，今年的红包一共有34个。

从2008年到2022年，陶小民连续15年捐出22万余元资助农村学子。15年来，捐资助学已经成为陶小民的习惯，
他想把这件事坚持做下去，说最起码做到65岁。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见习记者 周梦真 文/图

“钱不多，就当给娃娃
出个路费”

8月底，中牟县狼城岗镇北韦
村，成片的玉米地在路旁铺展开来，
泛黄的棒子挂在绿油油的玉米秆子
上。此时的北韦村村民陶小民知
道，又到娃娃们上学的时候了。

沿着北韦村后的小路，经过大
片的玉米地和果林，远远看到一间被
鱼塘包围的低矮砖房，就是陶小民
和妻子居住的地方。刚下了场雨，
屋子门口的路泥泞湿滑，鱼塘里的
制氧机发出阵阵轰鸣声。陶小民和
朋友站在门口，制氧机的噪声瞬间
被他浑厚有力、充满热情的嗓音盖
过：“都捐了好几天了，不是啥大事！”

“我捐得很少！不值得说。”谈
到连续 15年给学生捐款，陶小民
有些不好意思，“一个学生三百五
百的。我最开始的意思也是，就当
给娃娃出个路费，路上买瓶水喝。”

陶小民今年 52岁，出生在郑
州东北部黄河边的北韦村。小时
候家里条件不好，他高中没读几天
就辍学了，没读成书的遗憾就深深
埋在陶小民心中。

离开学校，陶小民做过泥瓦工，
卖过豆腐，100多斤的豆子要日日扛
到粮店，一扛就是两年多。靠体力
生活的那些年，他知道只有读书才
是最好的出路。后来经营收割机、
开砖厂赚了些钱，陶小民第一时间
想到要出资助学，“不能让想上学的
孩子有遗憾”。

“这个孩子去年考上郑大的临
床医学，本硕连读。还有这个，从
高中读到大学、硕士，又考上博士
了，每次考上我都奖励他。”陶小民
拿出一本资料夹，资料夹上的金属
扣已经生锈。陶小民介绍，资料夹
用了 15年，里面厚厚的一沓都是
这些年捐资助学的光荣榜，还有复
印的孩子们的录取通知书。

介绍起孩子们的现状，陶小民
的语气中透着开心和自豪：“村里的
学习氛围很好，家长们都是比着谁家
的孩子上的学好，孩子们也是比着
学。考上大学的，读研究生的很多。”

15年慈善路，陶小民看得到孩
子们的转变，也看得见助学的意
义。“我留着这些资料就是想留个纪
念，再拿出来看，知道我做的事情是
有用的。”陶小民坦言，孩子们有机
会出去读书见世面才是他的心愿。

在陶小民看来，自己这
15年的捐资路和中牟县狼城
岗镇第一初级中学（原中牟五
中）的老校长张其祥有着割舍
不断的联系。“他是我的引路
人”，陶小民这样形容张其祥。

“他第一次提想捐款是
在2008年5月1日。”老校长
张其祥今年已经86岁，提到
陶小民，记得格外清楚，“像
他这样做善事的人太少了！
他自己主动提的（捐款）。”那
几年，陶小民的砖厂赚了些
钱，生活逐渐好起来，一次宴
席上向张其祥表达了自己想
捐些钱给孩子们的想法。

同年 8月，陶小民再次
和张其祥联系捐款。张其祥
也积极组织爱心人士统计信
息，张贴光荣榜，开办捐款活
动，确保把奖金交到孩子们
手上。在张其祥印象中，第
一届捐助活动格外热闹，镇
上的腰鼓队也到村子里免费
表演，1万多元善款发到受
资助的孩子们手中，大红花
佩戴在他们胸前，整个村子
都被喜庆的氛围笼罩。

陶小民捐了钱，有人高
兴，也有人质疑。

有人说，拿这些钱买车
加油，盖个房子也好啊；有人
说陶小民傻，没有钱还捐钱，
是不是为了出名等。张其祥
总会开导他：“咱们拿出来的
是血汗钱，对良心无愧。如
果经不起风吹雨打，好事就
做不下去！”在张其祥的鼓励
和支持下，陶小民一年接一
年地捐款，外界的质疑声也
逐渐变少。

2009年，陶小民的砖厂
关闭，经济压力骤增，2013
年 2014年最为艰难。张其
祥找到他，说捐款坚持不下
去可以停一停，但陶小民没
有退缩。

“你们不用管，我想办
法！”陶小民又摸索着承包鱼
塘、农田，“再困难也要给自己
鼓劲。每年家长孩子拿着咱
的大红花，奖金给多给少孩子
都很高兴。看着他们高兴，我
也高兴。”靠着这种人乐我亦乐
的念头和庄稼人能吃苦、肯吃
苦的精神，陶小民坚持了下来。

陶小民和妻子在黄
河边的北韦村长大，生
活一直简单朴素。刚结
婚时，两人住在没有窗
户、四面透风的破旧房
子里，孩子出生后连奶
粉也没得喝。如今，在
陶小民居住的小屋门
口，还放着他们结婚时
用的一把旧椅子。

走进陶小民现在居
住的一间小房子，四面
都是水泥抹的墙面，屋
内陈设简单，一台小小
的电视机，一个老式电
风扇就是映入眼帘的所
有电器。

陶小民告诉记者：
“捐款其实不影响我的

生活。我不喝酒，抽烟
也不多。不算人情世
故，一个月几百块钱就
够了。”在小屋门口，陶
小民和妻子种的有青
椒、冬瓜、葱等蔬菜，“我
们都俭省一点。天天待
在家里干干活，也不出
门，菜也不用花钱买。”

这些年来，捐款已经
成为陶小民家人的共识
和习惯。“一到这时候，钱
不捐心里不舒服。”每年8
月，准备好钱，统计好学
生的信息，已经成为陶小
民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
的约定。陶小民的妻子
也会督促他：“快点开会，
早点把钱捐出去。”

有人高兴，也有人质疑

一到这时候，钱不捐心里不舒服

“我现在才52岁，最起码要做到6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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