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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捐学子给他们写了590封40万字感谢信

还记得 5 年前，乘地铁捐给

母校1亿的校友伉俪吗？那个温

暖的故事曾刷爆全网。就在捐

助完成的当天下午，这对1973级

化学系校友陈晓明、何佩鑫乘经

济舱飞回美国，继续在他乡打

拼。

1 月 3 日，他俩重返母校，与

获 助 学 生 代 表 交 流 学 习 与 生

活。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许征，

复旦大学原常务副校长张一华

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

想给贫寒学子创造机会

说起 5 年前的那个捐赠故

事，两位校友摆了摆手，浅浅笑

了笑，“坐公交车、地铁来，这是

很正常的事。做普通人是一个

人的本分”。走在复旦校园，回

忆起自己与爱人何佩鑫在复旦

度过的青春岁月，陈晓明觉得自

己很幸运。“那时，每个月能从学

校领到19.5元的生活费，可以在

学校看8分钱的电影，很满足、很

幸福。”

“我们一个来自贵州、一个

来自吉林，都是从农村出来，得

到机会才上了大学。在母校的

支持下，我们读研究生、留校任

教，出国进修。我们想让更多贫

困孩子也有相同的机会、平台，

不要错过机会。”

因此，两位校友在2019年12

月捐赠1亿元，设立“复旦大学陈

晓明何佩鑫校友基金”，专门资助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捐出巨款

后，二人生活依然朴素、低调。这

次他们带两个小外孙回国，游历

祖国河山，都是坐公交、地铁，一

天下来，能走几万步，“小孩也习

惯，他们从来不觉得累”。

获捐的孩子怎么样了？

座谈会选在相辉学堂学生

公共空间，这里是同学们休息、

讨论、交流、生发思想的地方。

陈晓明、何佩鑫和同学们围坐。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4 级

本科生何瑞傲雪获得新生助学

金资助后，生活压力减小，把更

多精力放在课堂内、外。她参加

各类外语学科竞赛、社会实践活

动。目前她正尝试英语类-计算

机科学与技术双学士学位项目，

这是学校正在试点的 23 个“X+

AI”双学士项目之一。对此，陈

晓明有些好奇，“纯粹的文科和

计算机相差很远，坚持会有困难

吗？”“试点、创新就是这样交叉

搞出来的。”何佩鑫笑言。说起

学科交叉，他还回忆起攻读分析

化学时，邓家祺教授建议自己去

物理系旁听，“后面都派上用

场。我们在做晶体管集成运算

放大器的脉冲极谱仪时，国内还

没有这样的仪器”。

4 年前，大一新生皇甫勃涛

获得助学金，如今继续在经济学

院攻读硕士，“二老的捐赠见证

了我从云南到上海、从本科生到

研究生的一路成长”。2024 年，

他斩获中国国际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赛金奖。项目基于 AI 技术

的晶体材料生成工具，通过聚焦

钙钛矿材料的研发，加速关键先

进材料的国产替代。这一成果

将对接材料生产商，在科研制造

业一线开展实际应用。

“这是技术，但你学经济，可

以做什么？”校友问。“他们有技

术，我们有商业模式啊”，皇甫勃

涛回答，“而且我还有团队”。

药学院 2021 级本科生窦子

涵获新生助学金、海外交流奖学

金。从甘肃到上海的他，摆脱初

来时的不适应、恐惧，绩点从前

50%跃升到前 15%，获得一等奖

学金，参与发表SCI论文3篇，目

前入选学校第 31 批“人才工程”

预备队。

何佩鑫由此回忆起自己曾

作为复旦派出的访问学者，赴美

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香槟分校

进修。那年，他28岁。大使馆说

他是当时到达美国的最年轻的

访问学者。谢希德校长曾亲自

为他修改英文自我介绍信，“我

们是幸运的”。

“我留校以后，正值改革开放，

机会好，学到了很多东西，从早到

晚做研究、看文献。”陈晓明爽朗地

笑着，“到哪里都要努力，机会也要

有。我们为什么创立这个基金？

就是希望给贫困学生机会。”

590封、40万字感谢信

临别，同学们送给两位校友

一本《致陈晓明何佩鑫校友伉俪

的感谢信合集》。四指厚的合集

中收录590封被资助学生的感谢

信，40多万字。信中除了“感谢”

二字，出现最多的词是“努力”。

不止于言语中的谢意，同学们在

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支教等不

同领域践行“努力”的承诺——

“今年寒假，我主动参加了

返校宣讲的实践活动，想通过自

己微小的行动，为一直以来支持

着我的母校做点什么。”“我参加

了学校的各种志愿活动，有‘数

星阁’支教活动、‘红房子’志愿

活动等等。同时我还加入了复

旦青苗社，一个给复旦周围幼儿

园带去科学与欢乐的一个志愿

型社团。”“去乡村支教，去和那

些同样怀有梦想的孩子平等地

交流。他们的童年和我的童年

遥遥呼应，让我更加坚定了把爱

和温暖传递下去的决心。”……

各类资助项目提供的平台

是孩子们成长的土壤、能力提升

的动力，孩子们也从中收获自

信、勇气、坚定。

“每一门课程、每一个活动

都是我成长的一部分，塑造着我

独立思考和勇往直前的品质。”

“有了您们的支持，我能够更自

信和勇敢地面对各种学习和生

活困难，我感到非常荣幸与幸

运。”“走好未来的每一步都是我

勇气与自信的有力见证，我相信:

黑暗的夜空因为有了群星的点

缀而璀璨;平凡的我们因为有了

感恩的心而不凡。”

5 年来，这对校友捐助的基

金通过助学金、天使医保、应急

帮困、学业发展、助力成长、生涯

发展、海内外交流、社团发展等9

个板块基金、19 个资助项目，累

计 资 助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本 科 生

4000多人、研究生5000多人。

本报记者赵天润

升级版“旦问无妨”上线，“推门行动”再出实招

——乘地铁坐经济舱却给母校捐出 1 亿的校友回复旦了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戚心茹戚心茹 摄摄

你问我答，“旦问无妨”。日

前，复旦“师生有所呼，学校必有

应”的机制新年伊始有了升级版

——全新版“旦问无妨”小程序上

线。复旦在校师生想问的问题，

想提的建议一键触达，件件有着

落，事事有回音。

升级版长啥样？

手机端下拉微信主页，进入

“复旦eHall”小程序，首页右上角

醒目处，“旦问无妨”Logo焕新亮

相，点击可直达。网页端则通过

eHall 大厅 https://ehall.fudan.edu.

cn/搜索“旦问无妨”进入。

进入小程序首页可根据实际

需求，分别进入“咨询、建议、表

扬、投诉”四大功能入。在这里，

你可以问政策、提意见，可点赞某

人某事，亦可提出善意的谏言和

批评。此外，点击部门黄页可查

询机关各部门服务事项、联系电

话，点击常见问题则会跳转进入

通用答案回复区。

师生反馈的不同种类问题，

通过不同的入口，将会获得合理

的回应和解答。

可以问什么？

广大师生可以就本科生事

务、研究生事务、人事师资、学科

科研、外事交流、后勤保障、其他

事务等7大类问题随时开问。“旦

问无妨”联动各校区协同，回应更

便捷，你可直接点出问题发生在

哪个校区，通过精准定位，实现快

速解决。

师生还可根据实际向学校提

出问题或改进措施，也可以为周围

暖心举措点赞，让学校做得更好！

谁来回答你的问题？

你收到的答案将由调度员老

师亲口告知、亲手敲下。我们希望

每一次答疑有温度、有速度、有诚

意。升级版“旦问无妨”新增学校各

部门负责老师为你守候问答后台。

7位机关青干扮演中枢调度，值守

后台流转催办；45个职能部门派负

责专人对接……有温度的“你呼我

应”为提问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已收到您的提问，我们将尽

快为您反馈。”收到这句提示即确

认问题提交成功，你发布的内容将

同步推送到小程序首页，可实时追

踪问题流转去向、部门处理进度。

落实办结有时限，咨询类问

题2个工作日回复办结，非咨询类

问题10个工作日回复办结。如果

十分紧急，可点击“我要催办”，一

键加速整体流程进度。

师生每一条提问都将被认真

对待：独立工单、透明流程、全程

监督、步步留痕、台账可查……确

保更透明、更优质的服务。而你，

可以选择匿名发布，亦可实名。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你对“旦

问无妨”回应不满意，可以大胆直

言，点下“不满意”键。原因合理

将再次提交相关部门复工。

还将上线两大征询专区

“旦问无妨”升级是2024年3

月学校党委实行“推门行动”以来，

又一项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师生意

见建议的新举措。将和校长信箱、

医问医答、江湾校区“你呼我应”、

工会提案平台等渠道一起搭起学

校师生沟通的“立交桥”，助力推开

隔阂复旦共同体的扇扇“小门”。

后续还将针对学校正在进行

的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改革、

准聘-长聘制改革两大改革开辟

意见征询专区。

欢迎通过“旦问无妨”，对你

我热爱的复旦提出更多办学治校

的好建议，在同题共答中，把“复

旦共同体”建设得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汪祯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