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平贷学金助我成长

——写在心平贷学金成立十周年之际

从抽屉里翻出业已泛黄的心平贷学金申请表，思绪万千：十年之

前，我怎么都不会想到，十年之后，我还会与心平贷学金的设立者之

一段永平师兄产生联系，来到他开创的公司工作。我更愿意相信这是

缘分，冥冥中在十年前已经种下。

时间拉回到十年之前，当时的我大二，得知可以从心平贷学金贷

款一万元，我毫不犹豫地申请了，因为当时的一万元对我来说是一笔

巨款，无异于天降甘露。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老家在广西北部的一个小山村，小时候家

里条件苦，有一年收稻子时发大水，稻子都发了芽，可是没有钱买米，

即使发了芽，一家人还是得吃啊，发芽米的苦涩味，至今我还清楚地

记得。好在没读过书的父母非常坚定：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我和妹妹的

命运，辛苦劳作供我们读书。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在村里上完小学后，我考上了镇上的重点初

中，十四岁之前没有到过城市，没见过火车，更没见过飞机，但总是

幻想着山外的世界。初二那年，偶然的机会，去了趟桂林，见到了繁

华的都市，觉得外面的世界好精彩，对自己说一定要走出大山，从此

梦想的种子在心里生根发芽。幸运地考上了桂林的重点高中。真不知

道高一时还在班里垫底的自己哪里来的勇气，在交给班主任的周记中

说自己想上北大。自此一发不可收拾，天资愚笨的自己只能通过勤奋



来弥补，在厕所偷偷学到凌晨两三点成了常事，然而走向燕园之路并

不容易，三次高考还是未能如愿，幸运的是在丝毫不亚于北大的人大

读到了自己喜欢的专业。

到大学后，我觉得自己已经是成年人，不能再花父母的血汗钱，

于是学费办了国家助学贷款，生活费主要靠打零工解决，而心平贷学

金解了我的燃眉之急，让我可以更专注地投入学业和自身的提升。归

结起来，大学期间主要做了三件事——读书、行路和公益。

首先是读书。我念的是国际关系，虽然自我调侃“地命海心”，

但同学们却饱含对专业的自豪感。人民大学倡导的“国民表率，社会

栋梁”的理念，在国际关系学院尤甚。除了上课，大家平时在宿舍、

在食堂多半也在谈论国际国内局势，充满着对国家和人民的忧虑。我

充分利用学校提供的优质学习资源，泡图书馆、听讲座，遗憾的是四

年下来学业上无所建树，离之前设想的国际关系学者之路也渐行渐远。

最后，我还是想圆了最初的梦想，通过考研到了北大国际关系学院。

然而，无论如何，四年下来，人大以及国关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

印——有关家国、精神、远方，将会影响我一生。



（2013 年，在一勺池前的毕业照。）

其次是行路。高中时可以盯着地图发半天呆，几乎可以记住地图

上标示的所有城市。自知眼界太窄，于是，或背包或骑车，本科和研

究生走遍了祖国的 34 个省。永远不会忘记冰天雪地的东北，小桥流

水的江南，天高云淡的西北；忘不了骑行滇藏蹬一脚膝盖痛一次的煎

熬，登临五岳一览众山的喜悦，在大连青岛厦门三亚听着海浪声内心

的平静；更忘不了乌鲁木齐教我做馕的维族兄弟，台湾嘉义带着爱人

女儿请我吃夜市的陌生大哥，还有在海南岛宰过我的海鲜店老板……

在好奇心的推动下，我不断地走出去，发现自己何其渺小，世界如此

多彩，眼界不断开阔，封闭的我逐步开放，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2014 年，花了 21 天骑行滇藏线，这是在滇藏线进藏最高处——海拔 5013
米的拉雪山垭口。）

再次是公益。大学时加入了一个叫广西在京大学生联谊会的学生

组织，联谊会在北京 30 多所高校都有分会，可以联络到数千名广西

在京的大学生，大家在一起多半是交流联谊。在成为联谊会的秘书长

后，我在想，除了交流联谊，我们何不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那么就

做大学生该做的也能做的公益吧。家乡广西落后，于是我提出公益就

在家门口、公益没有门槛，从零开始筹资金、招募志愿者，发起了留

守儿童夏令营和高考经验分享两个活动。



（2013 年，大学生志愿者在给村里的留守儿童上手工课。）

暑假，我们召集留守儿童夏令营，组织大学生们到村里给留守儿

童上课，给从未拍过照的老人送上一张照片，和农民同吃同住，开展

乡土调研。一周的课程很短，与留守儿童的生活环境想必太微不足道，

但没准会像当年的我一样，在他们的心里埋下一颗走出大山的种子；

寒假，我们组织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的大学生，去县城高中交流高考

经验，鼓舞士气。9 年下来，我们给上百个村的留守儿童上过课，给

上万名高中生分享高考经验，已经有听过高考经验分享的高中生受到

激励，考上了北京的大学，说不定不久的将来，听过课的留守儿童，

也能走出大山。



（2012 年，留守老人拿到了大学生志愿者为他们拍摄的照片。）

2015 年研究生毕业后，想着做一些更有价值事情的我选择回到

了家乡，成为一名新华社记者。新华社的前辈们常说：“笔下有财产

万千，笔下有人命关，笔下有是非曲直，笔下有毁誉忠奸。”新华社

作为国家通讯社，肩负着党中央的耳目和喉舌的职能，既要传播正能

量，也要揭露不法行为，为民鼓与呼。怀着满腔热情，我全身心投入

到工作之中。



（2015 年，在采访抗战老兵。）

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访经历，是在一个贫困村为期 16天的蹲点调

研。这个村位于广西西北部的大石山区，虽然在农村长大，但这个村

的情况还是刷新了我对贫困的认识：没有水源，人们喝的都是水柜里

的雨水，村民在石头缝里种点玉米糊口；有的屯至今未通公路，建房

子的水泥和钢筋都靠背；村民普遍有三四个小孩，最多的一户竟然生

了 7个……



（2016 年，这是我拍摄的贫苦村民。）

带着沉重的心情，我在村里走访观察。更令我震惊的是，有的村

民会去县城卖自己的血浆，每个月两次，每次换取两三百块所谓“误

工费”来维持生活。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这极大危害村民的身体

健康，同时滋长不劳而获的思想。我选取其中一个屯，挨家挨户走访

核实，采集证据，发现竟然有过半的家庭常年“卖血”，有初中生甚

至靠“卖血”赚生活费。我把这些问题写成内参，得到了中央领导批

示，国家相关部委成立调查组赴当地调查，当地政府采取修水泥路等

一系列措施，村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



（上图是 2015 年贫困村泥泞的道路，下图是 2017 年贫困村孩子们在新修的

水泥路上玩耍，通过我的笔和镜头，村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于生存条件恶劣，当地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村里 80%的小孩

是留守儿童。为了更好了解他们，我和孩子们一起上课游戏，周末跟

着他们爬两个小时的山路回家，试图走进他们的内心。其中有三兄弟

4年前开始独自生活，那时大哥才 8岁，大哥带着两个弟弟独守空荡

荡的大房子，白米饭就着白面条充饥，当锅盖揭开，还不大懂事的小

弟说出“香喷喷的”，我顿时泪崩。

（陪着留守儿童回家，需要爬两个小时的山路。）

还有 5岁就担起生活重任的罗任峰，爸爸离世，妈妈外出打工，

他每天都帮奶奶采猪草，当我看到他稚嫩的肩膀背着小背篓，我仿佛

看到了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果断按下了快门。孩子们的坚强懂事

感染着我，我饱含感情地用笔和相机记录下一幕幕感人的瞬间。在《新

华每日电讯》专版刊发我的报道后，六一儿童节当天，一位爱心人士

辗转要到我的电话，说一家三口被背着小背篓的罗任峰打动，一直记

在心上，打算资助他上学。我想，这应该是我所知的最好的儿童节礼



物！

（和奶奶、姐姐一起采猪草的罗任峰。）

这次蹲点只是我记者生涯的一个小小缩影。4年的时间里，我参

与过某海域调研、国务院脱贫成效考核媒体暗访、国务院大督查等中

央交办的重大任务；也曾仗义执言，漓江非法电鱼、南流江污染、南

宁“房地产”外收乱象，党中央明令禁止的、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

都是我秉笔直书的；恪守诚信的白血病大学生、相爱相扶的廖华唐龙

英夫妻、牺牲在扶贫一线的第一书记黄文秀，他们带给我的爱与感动，

我努力用笔和镜头传递给更多的人。非常有幸在最热血的年纪激扬文

字，推动了社会的一点点进步。



（2019 年，我拍摄的南流江污染场景。）

2019 年，想要寻求改变、跳出舒适区的我辞掉了新华社的“铁

饭碗”，来到深圳闯荡，就职于一家世界 Top 5 的移动终端企业。这

家企业由段永平师兄开创，“本分”的企业文化（本分最核心的是隔

绝外在的压力和诱惑，保持平常心态，回归事物的本质，做正确的事）

与人大赋予我的精神不谋而合，让我相见恨晚。我的主要工作是给高

管写文字材料，向员工传达高管的管理理念，同时为高管提供来自一

线的信息输入，某种程度上发挥的是企业的“新华社记者”角色。平

时工作中，我会频繁和员工接触，免不了会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经

常会面对要不要向高管反映问题：反映的话，肯定会得罪人；不反映

的话，可以明哲保身，但高管就失去了解问题的机会。我的选择是如

实反映，虽然会面临压力甚至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前途，但这样做才是



尽了我的本分，才是在做正确的事。

从落后的广西到发达的深圳，从安稳的体制内到快节奏的企业，

我还在不断的适应和摸索中。感谢母校和心平贷学金，帮助我成长为

现在的样子，虽然我做的都是平凡的小事，但却真实、充实、踏实。

我也相信，在人大精神的感召下，只要谨守正道，保持梦想和好奇，

踏实肯干，那么上天一定会有所回报，未来的人生之路一定不会太差。

（国关 09级本科生、心平贷学金受助者 唐荣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