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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全媒体

点赞潍坊正能量

2200余余年年资资助助220000余余名名学学生生
一件衬衣穿了十来年，安丘个体户张学庆省吃俭用热心助学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涛

一米六多的个头，不足六十公斤
的体重，褴褛的衣衫，靠透支体力维系
生活……这就是生活中的张学庆，一
位来自安丘大汶河旅游开发区东北村
的普通农民。

在乡邻、朋友、同学眼中他显得很
“抠”，不喝酒、不抽烟，更不会主动请
客吃饭；赶集送货不舍得掏钱雇装卸
工，渴了不舍得买一瓶矿泉水，衣服缝
缝补补……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不起眼
的农民，在20多年的时间里却资助了
安丘本地以及云南、山西等地区的200
多名贫困学生，捐款额累计二十余万
元。

汇款票据暴露助学行动

因为干着粮食批发零售业务，张
学庆经常给学校食堂供货，时间长了，
一些贫困学生渐渐走进了张学庆的视
线。看到有些孩子为了省钱连菜都不
吃，他仿佛看到了当年自己的影子。他
找到学校的老师，把省下来的钱委托
老师转交给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看
到受助学生因为自己的帮助，顺利地
完成学业，他的心里有着一份莫名的
欣慰和满足。

而在此期间，张学庆所有的捐款
都是默默捐助的，很多受助者都不知
道这位好心人。“当时就是想帮助他
们，也没考虑其他的。”张学庆找到学

校团委或者直接与班主任联系，通过
学校团委老师将善款转交给受助学
生。

张学庆的爱心助学行动不光受助
学生不知道，就连他的妻子亲人也不
清楚。一次送货途中，张学庆的妻子牟
芳芹看到货车驾驶室内放着几张汇款
票据。在妻子的一再追问下，张学庆才
如实交代了其捐资助学的事情。

而张学庆助学的事情被大众所
知，这还要缘起于2012年的潍坊市青
年创业大赛。

“要想帮助更多的人，只有自己致
富了才能有这个能力。”怀着创业的梦

想，张学庆报名参加了创业大赛。经过
层层比拼，张学庆以小组第一的佳绩
入围决赛。而就在此时，张学庆放弃了
夺奖的机会。

“尽全力至完美，空成败。”这是当
时创业大赛评委给予张学庆的一句点
评。

“把机会留给年轻人吧；我参加创
业大赛就是想让更多的人在创业的同
时，将爱心传递下去，创业家有一颗仁
爱之心，企业才会有长久发展动力。”
回想起当时的决定，张学庆并不后悔。

正是这场大赛，让更多的人知道
了这位农村汉子。

16岁少年放弃实验中学

11日上午，记者见到张学庆时，他
正忙着与工人打理豆制品厂，订货的
电话铃声不断响起；张学庆拨弄着屏
幕有些裂纹的手机，不停地与销售员
联系，调度产品运送。

张学庆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村家
庭，母亲在他6岁时就离开了人世，父
亲拉扯着他们兄妹4人过得艰难而又

拮据。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92年，张学庆16岁，在家里排行老四
的他初中毕业，考上了当时的安丘六
中(现在的安丘实验中学)，但是因为
家境贫困，他不得不放弃上高中的机
会，为生计打拼。

下学后，张学庆干过建筑、卖过水
果等各种行当，慢慢地转行从事粮食

生意。或许是出于自身的人生经历，从
下学的那一刻起，张学庆心中就萌生
了一种想法，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贫
困学生。

1993年开始，张学庆开始走上了
属于自己捐资助学路，每天拿出一元
钱资助贫困学生。而在当时，张学庆一
天也不过赚取十多元钱。

家里曾遭遇大火，多亏乡邻伸援手

张学庆的每一分收入都是血汗的
积攒。张学庆的主要收入来源是靠赶
集卖粮食、卖面挣钱，每次进货，张学
庆要独自装卸数百袋面粉，合计两三
万斤，从装载到卸货全部由他一人完
成。“雇一个装卸工一天差不多得100
块钱，自己受点累省下这笔钱就能资
助学生。”

不仅如此，张学庆赶集卖货都是
自己捎着水，从不舍得买矿泉水喝。张
学庆算过一笔账，买一瓶水一元五，一
天两瓶三元钱，一个月就差不多100
元，自己捎着水，省下的这个钱就能帮
一个贫困学生。

体力的超负荷透支让张学庆患有

严重的腰肌劳损炎，医生告诫过多次，
让他以后尽可能避免重体力劳动，可
是张学庆仍然坚持自己装货卸货，为
的就是省下那份为数不多的雇工费。

张学庆的妻子牟芳芹当初嫁给他
时，连50斤一袋的粮食都扛不动，可后
来看到一车一车的米面都是丈夫自己
扛，就忍不住帮他，渐渐地，现在牟芳
芹扛100斤粮食已经很自如了。

在常人看来，这可能是一个买卖
人的精打细算，可又有谁能想到，张学
庆会将这些沾满了他血汗的钱，无私
得赠予他人。

“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件衬衣，还是
结婚时买的，到现在已经有十来年

了。”如今，张学庆已是两个孩子的父
亲，大的已经读小学二年级，小的读幼
儿园。能省就省，能将就就将就，就是
这些在常人看来略显吝啬的举动成就
了张学庆十几年来的助学人生。

据了解，张学庆如此忘我，如此痴
迷于助学事业还源于十几年前发生在
他身上的一件事。当时他家遭遇了大
火，烧得家当全无，镇党委、政府及村
里的乡邻都及时向他伸出了援手，帮
助他度过了难关。困难时他人伸出的
援手让张学庆懂得了感恩，从此之后，
帮助他人、给予他人无私的爱和温暖
就成为了张学庆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音
符。

贷款建厂坚持捐资助学

为帮助更多的孩子，五六年前，
张学庆加入了中国扶贫基金会，成为
一名志愿者。多年来，他的爱心捐款
通过邮件撒遍全国。从一开始的几个
孩子，到之后的几十个、几百个，张
学庆资助的孩子越来越多，身上的担
子也变得越来越重。然而，那些与他
素不相识的受救助的孩子们，却并不
知道这位好心的叔叔收入多少，为此
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2012年，张学庆贷款建起了一家
豆制品公司，凭借着良好的信誉和过
硬的产品质量，生意还算红火。这也

更加坚定了张学庆捐资助学的梦想，
尽管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但张学
庆没有丝毫退缩和悔意。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去年，两起
交通事故接踵而至，50余万元的赔偿
款让本不宽裕的豆制品厂步履维艰。
“很多供货商知道情况后，都是先给
我发货，等卖出产品后再问我要钱，
要不然厂子早就维持不下去了，真的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张学庆捐
资助学路依然风雨无阻，每个月两千多
元的爱心款都会按时达到贫困学子的

账户上。“学校老师知道我的情况后，也
劝我先渡过难关再帮助贫困学子。”

苦于资金缺口，恒温库迟迟不能动
工，如今，张学庆的豆制品厂只制作豆
腐，而豆油皮、腐竹等设备暂时搁置。

“我现在面临难关，我在助学方
面也进行了调整，等渡过难关之后再
将助学行动延续下去。”张学庆告诉
记者，他想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而
如果企业因此关门，他就失去资助学
生的能力，所以他必须将企业振兴，
度过经营难关，以更大的能力去帮助
更多的人。

成立助学基金让爱心传递

看到丈夫如此的辛苦劳累，张学
庆的妻子牟芳芹也劝过他让其放弃。
但她心里明白，丈夫的助学路谁也不
能阻止。她所能做的就是尽全力为丈
夫分担工作生活压力，一起共风雨。

在张学庆的储物柜里，存放着他
所资助过的学生的一封封感谢信。学
生们发自内心的感激，也激励着张学
庆大步向前进。对于张学庆的行为，有
些人说他傻，有些人在一边看笑话，但
更多的人还是给出了支持与赞许。
2013年，张学庆当选感动安丘人物，用
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价值。

“他这个人很实在，干活踏实，对
我们这些干活的也都很照顾，人品没
得说，值得大家学习。”在张学庆的豆
制品厂工作三年的陈玉洪告诉记者，
张学庆每年都会给敬老院免费赠送豆
腐，还不定期地举行豆腐义卖，把善款
捐给慈善机构或民政局。

“用心做健康美味食品，用爱将你
我心心相连。”如今，张学庆的豆制品
公司有序地运转着，心连心互助基金
也正式成立，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
展。

听闻张学庆成立互助基金后，很

多社会爱心人士纷纷表示加入，也有
企业老板愿意提供资金支持。但这些
都被张学庆婉拒了，“基金刚刚成立，
还不成熟，豆制品厂处于起步时期，还
有很多问题要去面对解决，在基金监
管力度上可能会相对较弱；成立互助
基金就是助人的，我不能让大家对此
失望，等到一切完善之后，时机成熟之
时，会将爱心接力棒相传的。”

“人生就像一篇小说，不求太长，
但求精美。”正如张学庆所言，他的每
天的生活都很充实，在帮助别人的同
时快乐着自己。

受助学生通过老师转交给张学庆的信件。

学生们一封封感谢信，让张学庆感到莫大
欣慰，也是他一直将爱心传递下去的动力。

张学庆在安装调试生产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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