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益先行者刘思宇：

我和“防艾”

不得不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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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相信小学课本，所以

我坚持到现在。”对于小学课本中的真

善美，刘思宇内心最深处还是存在着一

丝敬畏与期冀。

刘思宇12岁时开始接触公益，但这第

一次就碰了一鼻子灰。“那时候我只想要

一个红丝带，因为别的小朋友没有，我在

他们面前带上就会有一种优越感，呵呵。”

刘思宇回忆起做初次做志愿者的情景时，

这样解释了自己当初的动机。

当年12岁的刘思宇跑到一家公益

组织那里，说：“我想当志愿者！”工作人

员看着这个站在面前信誓旦旦要当志

愿者却又一脸稚嫩的小孩子，颇有些无

奈地拒绝了他。但这并没有阻止小刘思

宇做公益的脚步。

“前六年做公益，全都是我自己掏的

钱。”刘思宇对记者说道。高一是刘思宇

最艰难的时候，他甚至将生活费都挪到

了公益事业上面。“说实话，我家境还算

不错，父母给我的生活费比别人要多。但

我当时过得很苦，每天吃饭只花 2块
钱——— 4个包子，5毛一个。”当时刘思宇

还没钱买鞋子，冬天还是穿的凉鞋。

“刘思宇在当地是特殊的，也是唯

一的。”刘思宇说，他升入大学离开云南

之后，云南省当地给他这样的评价。“有

这么一句话，我以前所有的一切也就值

得了。”刘思宇这样说道。

高考之后，18岁的刘思宇来到烟

台，就读于山东工商大学，他说是大海

将他吸引到这里来的。除了每日必修的

学业，刘思宇将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公益

当中，作为全球青年应对气候变化在线

社区、青年行动网络等众多国际组织的

注册成员，他每天都要参与或组织很多

项目。刘思宇成立了一个“思宇责任社

会”的社团组织，主要通过这个社团来

开展公益活动，目前社团已经发展了几

十名骨干成员，遍布烟台各大高校。

7年坎坷公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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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宇说他的公益活动主要

分布在禁毒、防艾、环保、助学上。说起防

艾，就不得不提三个关键词：性、男同、艾

滋病，这三个词语甚至成为了刘思宇新

浪微博上的标签。12月1日是第23届“世界

艾滋病日”，这一天也成为了刘思宇的

“忙碌日”，一大早就要去参加市里的一
个展览，还要回到学校主持一系列活动。

今年7月刘思宇成功地申请到了玛

丽斯特普和耐克联合举办的“2010青年

先锋计划”，全国总共只有20人入选。经

过培训，刘思宇获得几千元的资金，在

烟台地区开展同伴教育，通过参与式的

方法来宣传防艾。这不是传统上的那种

发发传单或宣教一下艾滋病的预防手

段，而是将一群背景相同的人聚集在一
起，通过游戏、互动等方式，将防艾的知

识以潜移默化的方式传授给大家。

11月，刘思宇开展了“烟台大学生

防艾青年培训计划”，对30名烟台各高

校的大学生进行了为期2天的培训。刘

思宇首先对这30名大学生进行“脱敏”，

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在众人面前谈论“性
交”、“阴道”、“月经”等敏感词，然后普

及防治艾滋病与性健康的一些知识，并

且通过游戏增强这个小团队的活力和

凝聚力。

“在山东开展同伴教育实在是太

难了！”刘思宇感慨地说道，“比如说

脱敏，在南方很简单，但在山东有时

候两天也脱不了。可能山东的风俗文

化相对保守一些吧，尤其是女生。比

如男女做爱时，男性提出不带安全套

的要求，大多女性都会妥协，这样就

很容易让自己受伤。”

有人问，同伴教育对防艾有任何

帮助吗？“有！”，刘思宇斩钉截铁地说

道。还有人问，同伴教育是不是在宣

传“性开放”？“不是的。”刘思宇解释

说：“我在云南主要做禁毒方面的防

艾工作，来到烟台做才开展性方面的

防艾工作，毕竟吸毒和性是艾滋病传

染的主要方式。我见过许多因感染艾

滋病而变成悲剧的人生和家庭，如果

跟传播一些性知识比起来，两害相权

取其轻吧。况且了解一些性知识也不

算‘害’，大学生们也应当了解一些这

方面的知识。”

困惑和质疑声中成长
头顶众多荣誉光环的刘思

宇表面上看起来风光得很，但他也有自

己的困惑和无奈。“我也想过普通大学

生那样的生活，逃课、睡懒觉、谈恋

爱……但已经不可能了，我在公益上已

经停不下脚步。”刘思宇曾经有一次想

染头发，但需要向很多部门打报告请求

批准，很久之后批示终于下来了：刘思

宇过年回家时可以染头发一个月，但回

校后必须立即染回来。“我甚至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回家，能在家待几天，这头

发最终没能染成。”刘思宇苦涩地笑了

一下。

刘思宇收到过不下3000封求助信，但

他不可能给予每一个人帮助，有一位得

白血病的人质问他：“你不是爱心大使

吗？为什么不帮助我？”每当收到这样的

信，刘思宇就会感到心情很低落，“如果

他因此而家庭破碎，我良心会受到谴责，

因为我没能帮上他，眼睁睁看着他走入

痛苦当中。可是我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我不是神，不是我所不能的！”

刘思宇意识到一个人的力量是有

限的，他学会了借助媒体和其他人的力

量。《法制晚报》曾有一篇报道，说的是

有一位老太太，儿子身患绝症，她70多

岁的高龄还在搬运桶装水。刘思宇看到

后，将这篇文章放到了他的新浪微博

上，并且让他的名人好友转载，结果第

二天就有企业捐助，第三天还有来自海

外的汇款。刘思宇还加入了“世界刘氏

企业家联合会”，希望推动企业老总们

投资公益，“企业老总们很有钱，也很想

做公益，但他们不会花钱，他们也希望

将钱花在点上。”

树大招风，刘思宇也遭受过很多

质疑：“你做公益就做吧，但为什么要
拿这么多奖项？是不是在沽名钓誉？”

刘思宇也曾一度因为这些质疑而气

愤和彷徨过，不过他现在也看开了许
多：“我做公益的前6年，没有任何奖
项的支持，都是我一个人在坚持。奖
项对我来说并不重要，但拿到这么多

奖项之后，政府开始支持我的公益事

业，那我又何乐而不为呢？”这个爱笑
并且露出小虎牙的男生看起来很是

从容，在他身上已看不到犹豫和彷徨

的身影，这就是所谓的成长吧。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前行。刘思宇

说，这种力量是对小学课本的一丝敬畏

与信任，我们说，这种力量是对人性良

知的一丝坚守与期冀。

刘思宇，19岁，出生于云南西双版
纳，现为山东工商学院大二学生。这样
的身份名片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但
如果列出刘思宇背后的一长串头衔，

则会让人感觉出他的不平凡之处，联
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爱心大使”、

绿色和平国际组织志愿者、国际救助

儿童会志愿者、世界自然基金会熊猫

护照持有者……本文讲述的正是这位
青少年与公益、预防艾滋病宣传不得
不说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