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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传身教，“刘爸爸”的
孩子们懂事得多。三个孩子
主动放弃刘爸爸的资助，将
爱心转赠给更需要的人。

清华大学的王志伟、烟
台大学的邱欣欣和山东科
技职业学院的李霞，这三个
孩子如今已是学业有成。

王志伟是最早跟刘竹
承提出放弃资助的，念高中
时，父亲得了腰椎间盘突
出，干不了活，家里的生活

就靠母亲一个人艰难维持。
刘竹承得知王志伟的遭遇
后，决定他顺利完成学业。
而今年王志伟以优秀的成
绩被保送清华大学研究生，
攻读工程物理专业。他告诉

“刘爸爸”，自己在学校勤工
俭学，加上学校发的奖学
金，已经可以自力更生了，
要把自己的那部分转移给
更需要的人。

这笔爱心款每年近万

元，钱对于家庭并不富裕的
王志伟来说是很重要的，但
是他却主动放弃了。对于王
志伟来说，“刘爸爸”这几年
来给他的不只是资助，更有
自强自立、与人为善的精神。

在王志伟的影响下，邱
欣欣和李霞也主动提出放
弃资助。这让刘竹承震撼
了。

孩子懂事了，这些年
的付出已经值了。

爱看中央三，
也“粉”朱之文

今年72岁的刘竹承在
潍坊居住了16年，也早已
习惯了大陆的生活和饮食
习惯，他说他每天按时作
息，晚上10点钟入睡，早上5

点钟醒来，生活很规律。
除了应酬和工作外，

刘竹承有自己的业余生
活，他喜欢看电视，而看得
最多的就是中央三台，他
说中央三台的节目充满了
文艺性，在娱乐的同时能
享受到一丝生活的感悟。
在内地住，他看到了台湾
没有的电视节目，当然春
节晚会和元宵晚会也不例
外。

记者采访他时，正好
是正月十六，他跟记者谈
起了元宵节晚上他看的元
宵晚会，谈起了他“粉”的

“大衣哥”朱之文。“他说他
不觉得自己出名了，他还
是一位农民，想唱歌的时
候就唱歌他就很满足，他
真的很可爱”。刘竹承觉
得，“大衣哥”特别淳朴。

所以刘竹承喜欢朱之
文，因为朱之文很淳朴，喜
欢简单的生活，他自己又
何尝不是？虽然做生意赚
了钱，虽然捐助了很多学
生，但是刘竹承依然保持
者低调的生活，他的家不
奢华，收拾得简单且干净。

客厅里的鱼缸只有
40cm*50cm那么大小，里
面也没有什么特别稀有珍
贵的品种。刘竹承说，只
要有就行，没必要弄那么
大的。

他的卧室里也很简
单，一张床，一张桌子足
矣，桌子上的台灯，灯罩
是塑料的，几十块钱的样
子。他说，自己和女儿在
这边住，在这边有必备的
东西就行，平常也不会买
太贵的东西。

刘竹承还做得一手家
常菜，因为从小就是孤
儿，他很早就学会了洗衣
做饭，所以家务活难不倒
他。他的胃口比较清淡，
在外面吃饭，餐馆里的饭
往往比较咸，他就经常在
家自己“开火”。刘竹承
的早饭和晚饭一般都是在
家吃，熬点粥，炒点青菜，
就能吃得很香。

钱要用在刀刃上

他赴大陆经商曾赔掉
200万人民币，一切归零，
不过，山东企业界协助
他，借他 1 0万人民币周
转，生意起死回生。

刘竹承现为山东潍
坊、临沂等地几家肉禽、
饲料、羽绒公司的董事长
兼总经理，也是全国台企
联常务理事。但是他从不
乱花钱，相反对他资助的
孩子和他的员工确实很大
方。

他头发微白，穿着得
体却并非名牌的西装，笑
起来很憨厚，待人很和
蔼，就像一位慈祥的老
人，他不像老板，更不像
台商。

平常的他烟酒不沾，
不去KTV，晚上要么散
步，要么坐在家里泡茶看
电视。有一次有朋友约他

去KTV，被他拒绝了，他

说去一次，几千块就没

了，还不如省下来，够一

个孩子的学费了。

助理方伟说，刘竹承

这些年身体发福，腿部浮

肿，原来的车用了7年，

一直想换部宽敞的。“订

了不下 1 0次，每要提车

时，恰又到了孩子们发学

费的时候了，钱就紧张，

紧张就得先顾学生。”直

到去年底，他才换了新

车。

“读书没人管，要钱

没有钱，想吃没得吃，我

是 吃 百 家 饭 长 大 的 孩

子。”刘竹承回忆说。他

说他知道钱对于贫困家庭

孩子的重要性。花钱就要
花在刀刃上，他对自己的
员工也是很大方。

他做生意奉行对员工
好的原则，他觉得一些企
业留不下人，肯定是待遇
不好，不能满足员工的需
求。他的管理员工年薪也
在5万元左右，年终还有
年终奖，另外他给员工建
设了福利房，减少员工的
生活困难。

跟在他身边的陈会计
说，刘老平时对他们很
好，家里有什么困难他都
会帮，出手很大方，但是
他自己的衣服破线了也不
舍得扔。

听到他们进步的时候
最幸福

刘竹承现在用的一款
手机是摩托罗拉的，型号
他忘记了，但是他的助理
告诉记者，这个型号的手
机现在已经不生产了，而
且修了很多次，他现在还
用着，因为手机里有孩子
们的信息，他一直保留着，
不舍得换。

“换了后，很多信息存
不进来，孩子们的信息就
丢了，还是将就着用吧”。
刘竹承说，平常孩子们会
给他发一些注意身体的短
信，还有告知他一些在校
情况等。逢年过节，他都会
收到孩子们的祝福短信，
平常闲下来的时候，自己
就会翻看这些短信。

他给记者打开了他的
收件箱，一条一条都是他
资助孩子的信息，他说，现
在他资助的孩子他大部分
都能对上号，原先收到一
些短信没有名字，他就在
聚会上告诉他们，发短信
的时候一定要署上自己的
名字，然后聚会的时候他
就能把名字和真人对上
号。

刘竹承说到这里提起
了王艳梅的名字。

这个女孩的父亲有精
神病，她的妈妈从高处掉
下来，摔断了腿，家里没有
了经济来源。刘竹承还记
得第一次去看她的情景。
他给艳梅家买了点猪肉和
油，艳梅妈妈一下子跪倒。

“两年没有吃上猪肉了，我
送去8斤猪肉，她妈妈竟然
给我跪下了，我当时觉得
贫困的人真的很多，自己
一定要将自己的生意做
好 ，这 样 才 能 就 更 多 的
人”。

王艳梅在刘竹承的资
助下，努力学习，现在的王
艳梅就读清华大学经济学
系。说起这些孩子他就难
掩愉悦之情。

“他们都非常努力，每
次学业上有进步，都会在
第一时间把好消息告诉
我。那是我最幸福的时候，
听到某一个孩子有了新的
进步，我会从心底里高兴
不已。”

本报记者 周锦江
丛书莹

“刘爸爸”，16年的助学餐
——— 一位台湾商人的爱心坚持
本报记者 周锦江 丛书莹

刘竹承其人

“我喜欢简单低调的生活”
“我觉得刘伯伯的家应该很大很豪华吧，他做生意，资助了这么多学生，花去了600

多万，家里应该不会差”。这是一位受资助学生的话。
“欢迎你来我家，只是家里的条件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么好哈。”确实和大多数人想象

中不一样的是，和“豪华”相比，刘竹承家那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的确很普通。简单的修
饰、普通的住区，他说他不喜欢奢侈高调的生活。

“一顿饭的功夫，我可以见到可爱的孩子们，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

刘竹承这句话，一说就是16年。

2012年2月2日，刘竹承和他资助的孩子们相聚在一起吃团圆饭，并发放了2012

年春季助学金。这样的助学餐一直持续了16年，吃过助学餐的孩子也达到了159位。

这位台湾商人被孩子们称为“刘爸爸”。

“只要孩子们有出息，读到博士我都供”

刘爸爸的信 赵香玉3年多未离身

三位受资助学生主动放弃资助

在开始慈善事业时，
刘竹承给自己定的目标是
救助100名因家庭遭遇不幸
无法完成学业的孩子，让
他们有学上。现在他资助
的孩子已经达到了159位，
而且每年都有新的贫困学
生加入进来。刘竹承说：

“只要孩子们有出息，读到
博士我都供。”

之所以选择助学，是
因为刘竹承自己也是从小
失去双亲的孤儿，一直靠

着亲戚和老师的帮助才得
以完成学业，直至考入大
学，读完研究生。他知道这
些孩子的压力和痛苦。

好人要做到底，他一
旦确定帮助一个孩子，就
会将其培养成人，直至可
以自力更生。从小学、初
中、高中直到大学，他对每
个孩子的支持与关爱从不
中断。而孩子们也争气得
很，他常年资助的5名大学
生被保送继续就读研究

生。刘竹承开心异常，除了
助学款，又给他们每人发
了一个大红包。

“我给你们隆重介绍，
这5名学生是王肖肖、王志
伟、孙志果、夏立军、李娟，
分别被保送至复旦大学、
清华大学、山东科技大学、
中国科技大学、南京航空
航天大学继续读研。”刘竹
承是面带微笑，像是介绍
自己最得意的儿女。

“没有父母不可怕，暂
时性的穷困更不可怕，只
要各位同学努力，勇敢面
对现实，努力就有希望，活
着就有希望，我不希望同
学们回报我，只要同学们
以后有成就回报社会就可
以了，希望大家为更和谐
更团结的社会而努力。”这
是2008年7月26日，刘竹承

在助学家宴上送给孩子们
的一封信。

转眼3年过去了，刘竹
承自己可能都已经不清楚
信的内容，但是这封信却在
赵香玉身上保存了三年。在
2012年2月2日的助学餐上，
赵香玉拿出来念给在场的
孩子们听，她说这张纸放在
了自己贴身的钱包里，这是

自己最尊敬的父亲，给自己
最真诚的嘱托。

如今，香玉已为人妻
母，每年的聚会她都会参
加，在现场维持秩序，和其
他的学生们沟通交流感
情，她跟弟弟妹妹说，以后
生活上遇到了什么困难，
也可以跟她讲，她会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

刘刘竹竹承承的的书书房房，，整整洁洁又又朴朴素素。。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凡凡 摄摄

这这是是刘刘竹竹承承近近期期收收到到的的感感恩恩信信件件。。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吴吴凡凡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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