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n 奖学金组 1 

2019-2020 学年奖学金评审 

2019－2020 学年高中奖学金常

规部分的评审已经圆满结束了，

这部分有 1023 个学生获奖，其

中包括303个新生。加上秋季开

学后将从高一甄选的学生，今

年基金会将发放约 1070 份高中

奖学金。大学奖学金申请的收

集和评审将在九月和十月完成，

今年大约可发放200份左右大学

奖学金。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树华高中奖

学金的评审过程：北京办事处

在五月份完成收集奖学金申请

材料后，组织北京树华校友会

进行初审，写出初审意见。五

月底，北京办事处将初审意见

和所有申请材料扫描和整理后

交给树华总部，由总部义工进

一步评审，决定获奖学生名单。   

与往年一样，北京办事处负责

人商荣梅收集和整理申请材料

文档，她仔细严谨的工作使总

部的评审工作能按时开始和顺

利进行。今年总部有二十五位

义工参与了评审工作，他们是：

李丽、万英、邹立美、刘阳、

夏关龙、易惠仁、丁霭丽、吴

健、郭丽春、张碚、李霞、徐

火宙，张丽莉、云丽玫、黄曼

虹、李蔚、嘉小台、胡东云、

区淑华、孙养真、刘成国、吴

艳芳、刘燕君和我。 

评审工作的整个过程完全在树

华自己的数据库系统上进行，

这个数据库系统是树华信息咨

询组四位义工用了一年时间开

发实现的，这个系统不仅可以

储存学生的所有资料，而且能

够产生各种报表，以及在系统

上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分。参加

评审的二十多位义工可以同时

在网上工作，既方便，效率又

高。 

对义工们来说，评审奖学金的

过程也是一个受感动的和受教

育的过程，看到了许多催人泪

下的家庭情况以及许多非常优

秀而又成熟的孩子。义工们在

申请材料中挑选出不少优秀的

作文，这些文章将被陆续选登

在《树华小天地》和《树华通

讯》上。评审过程同时为树华

的后续工作提供了资料：1.冠

名奖学金组将把学生的学习报

告和感谢信分别转发给冠名奖

学金捐款人；2.有些同学在自

己的作文和学习报告中表示希

望得到课业或心理辅导，辅导

组的义工将在适当的时候联系

他们。 

近几天，2019 年高考大学通

知书陆续发下来了，树华学子

们的喜讯频传，义工们为之感

到振奋！在此，再次感谢捐款

人的慷慨捐赠，感谢甄选委员

老师们的无私工作。让我们一

起努力，让更多的需要资助的

贫困学子得到资助。 

(陈勤 20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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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新会长上任 

阮笙燕（Rebecca Chang）再次

接下会长的职务，为树华贡献

心力。 

庆祝 25周年 

2020 年的年度筹款餐会，由副

会长李丽担任总指挥，预定于

4月 26 日（星期日）中午在

Santa Clara 状元楼举办。明

年是树华成立 25周年，餐会主

题暂定为感恩与庆祝，回顾树

华 25年走过的历程。如果时间

日期有变动，请随时注意网站

新消息。 

办公室乔迁 

本期通讯的刊头有新地址，原

有的邮政信箱将取消，信件、

支票等请直接寄到办公室新

址。详情请见 4-6 页资讯组义

工郭丽春的报道。 

 

树华的未来动向 

上期刊登了创办人张笑枫的

〈广西纪行〉，深入关注当前

中国乡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困

境。树华是否可将部分资源投

入帮助留守儿童？请见第 3页

董事长高大伟一文。筹款委员

会义工许爱华报道树华主办的

研讨会上，多位讲员从事慈善

教育的种种途径也可提供借鉴

（9-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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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奖学金组 2  

给评审委员老师们的一封信 
编按：略有编删 

 

老师们好！ 

各位甄选委员老师为推荐合格

的学生做了非常周全细致的第
一道工作，成为评审奖学金很

好的基础。非常感谢各位！我
们的基本原则是不漏选任何一

个合格的学生。 

树华总部的义工已经完成了

2019 年的奖学金评审，北京办
事处的商老师将在近日内把获

奖通知文件包寄给各位老师。 

大部分老师们很熟悉树华教育

基金会的奖学金评审过程：北
京树华校友会根据北京办事处

整理的学生材料，进行初审。
五月底，初审意见和所有申请

材料扫描后交给加州树华总部，

复审后决定获奖学生名单。 

今年参加复审的义工们对学生
申请审查得非常认真仔细，及

时发现了不完整的申请材料，

同时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对于不完整的学生申请材料，
北京办事处的商荣梅老师即刻

联系其甄选老师，要求补充文
件。非常感谢甄选老师在百忙

中再次联系学生，按时递交了
补充文件。老师们的配合使奖

学金评审得以按计划完成。 

以下是总部义工在评审过程中

看到的问题： 

1. 申请材料的完整性：对新生

来说，证明学生的合格标准是
成绩单、贫困证明和推荐信；

对旧生来说，是成绩单和学期
总结。请老师们在递交前再次

核实一下所有文件是否齐全并

且合乎要求。2020 年起，总部
若在评审时发现不完整申请材

料，不再继续请北京办事处追
加补充文件，而是以现有文件

作出决定。 

2. 班主任签字和推荐信签字：

必须是班主任及推荐人的亲笔

签字。 

3. 申请表格上的家庭收入项目： 
必须填写，如果学生实在无法

提供，请说明情况。 

4. 成绩单问题：极个别学生的

成绩单存在疑问。经过讨论后，
我们决定不作进一步追究，而

是要求学生补交一份有学校盖
章的 近的成绩单。从 2020 年

起，将不再要求补交，而是就

原件评分，甚至淘汰。 

5. 作文抄袭问题：今年我们发
现并且核实了极个别的事件，

若干作文有些段落是从网上抄

袭的。2020 年的评审将根据问

题的严重性做决定。 

之所以有若干改变，是基于我
们认为奖学金的申请过程也是

学生的学习机会。基金会除了
透过申请材料来了解学生的情

况，根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情况
对奖学金名额做相应的地区性

调整之外，并且让学生通过写
自传或报告增强对自己的认识

和总结、通过填写表格增加对
自己父母和家庭的了解、通过

材料的准备来训练学生以严谨

和认真的态度做事情。 

总的来说，从 2020 年开始，没
有达到要求的申请材料将不再

要求重新填写或补充文件，而

是根据原件进行评分。 

对总部义工来说，评审奖学金
的过程也是一个受感动的和受

教育的过程，看到了许多催人
泪下的家庭情况以及许多非常

优秀而又成熟的孩子。义工邹
立美老师写了一篇参与评审工

作的感想，文章将登载在《树
华小天地》上，推荐给老师们

读一下。义工们表示，非常感
谢老师们为树华甄选了这么多

的优秀学生，辅导他们准备并

递交了高质量的申请材料！ 

树华总部已经在中国教育发展
基金会准备好了 2019 学年的奖

学金款。希望老师们收到文件
包后，尽快把文件发给学生，

督促并辅导他们完成“在学证
明”、“新生转帐登记”等文

件的填写和盖章，尽早将所有
文件收集并递交到北京办事处。

大家一起配合，及时地把奖学

金顺利发到学生手中。 

“半米多高已经签名、盖章、

分好的资料，逐一再加盖另一

个章，就可以发出了。它们承

载百千名爱国华侨对祖国青少

年对期盼和祝愿。”-- 北京办

事处义工商荣梅准备完成的奖

学金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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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也谢谢老师们完成并递交

“树华高中毕业生去向跟踪

表”。 

再次感谢甄选委员老师们的工
作和付出。让我们一起努力，

把树华教育基金会助学树人的
事业做得越来越好！新的一学

期即将开始，祝老师们身体健
康、生活幸福、工作顺利、事

业如意。 

陈勤 

2019 年 8 月 6日 

 
n 董事长的话  

乡村幼师教育 

树华试入新领域 

 
今年五月初树华 24 周年庆的午

餐会上，我曾经向大会报告，
基金会 24 年来，在支持大众的

大力支持，以及义务工作同仁
的不懈努力下，树华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交出了一份又一份
亮丽的成绩。然而，这二十多

年来，客观、主观情况的变化，
要求树华在低头拉车以外，还

必须抬头看路，在奖学金发放
的作业之外，寻找更多、更有

利的新作业，对各位的支持善

款善加利用。 

代表树华董事会，我很高兴地
报告，基金会计划向边远贫困

地区的幼儿教育，注入一定的
教师辅助作业。期透过提升幼

师资质、改善幼师生活，而惠
利亟需正规教育、人文关注的

乡村幼儿们。这个新计划，一
如既往，还是由树华创办人张

笑楓女士提出、筹划，并且经
董事会同意，责成笑楓亲自挂

帅主持。 

这是在树华多年熟识的奖学金

作业以外，进入陌生的作业区。
因此，笑楓和董事会，都感到

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但既然
是试办性质，我们也知道其可

能有成，也可能有艰难甚至跌
跤之处。因此必将全力以赴，

而绝不敢掉以轻心。 

这项作业试行一年的所需资金，

大部分由某一常年支持树华的

基金，以专款专用方式注资。 
(高大伟 2019.8) 

 

n 甄选老师的故事 

 
贫困学生终圆大学梦 

义工李丽摘自【浦城新闻网】2019 年

8月 14 日报道 

在陕西省蒲城县有这样翁媳二

人，24 年的时间里，他们义务
为美国树华教育基金会和蒲白

两县贫困学生牵线搭桥，使得
200 余万元树华奖学金发挥作用，

让236名贫困学生圆了上学梦。 

杜发顺老人是一名普通的退休

教师，儿媳同晔卉是蒲城广播
电视台的一名记者，看似平凡

的两个人，却在二十多年的时
间里坚持做着不平凡的事情。

从 1995 年开始，二人相继被选
为“树华教育基金会”蒲白两

县甄选委员，他们跑遍了蒲城、
白水的 49 个乡镇、500 多个村

子，考察学生的家庭和学习状
况，走过4万多公里路，真正的

让树华教育基金帮助到了 贫

困学生。 

现在杜发顺老人已有八十多岁
高龄，因为身体原因，无法继

续这项工作，他就让同样热心
公益的儿媳同晔卉去接力，继

续这项爱心事业。在这些年的

甄选工作中，同晔卉已经把资
助的贫困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孩

子，她了解每一个孩子的家庭
情况，并时刻关心着她们的思

想和学习。 

又到一年开学季，今年受树华

教育基金会资助的学生中有 11
位考上大学。同晔卉自掏腰包

为每位大学生送上祝贺礼物，
并来到其中 贫困的三位大学

生家中进行家访，为他们送去
贺礼。当得知校小梅同学考上

了重点大学，她非常高兴，鼓
励孩子继续努力，通过学习来

改变自身和家庭的命运。校小
梅同学激动的说：考上南昌大

学以后我感觉非常开心，感谢
前几年树华教育基金会，还有

同老师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在
大学里我会继续努力，学成之

后回报社会，回报曾经帮助过

我的人。 

受资助的马逸飞同学因为小时
候家庭变故，父亲车祸身亡，
母亲离家出走，一直跟随 70 多
岁的爷爷奶奶生活，孩子性格
比较内向。上高中后，马逸飞
出现厌学情绪，一度想要辍学。
同晔卉得知后，一边向树华辅
导组反应情况，一边多次进行
家访做心理辅导，劝说他不能
放弃学业。在同老师和树华辅
导组义工的鼓励和帮助下，马

左起：同晔卉、杜顺发、学生雷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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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飞终于走出家庭阴影，迎头
赶上，今年如愿进入了十分抢
手的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受助学生张玉婷同学家庭虽然

贫困，但是她性格开朗、热爱
学习，得到树华的资助，让她

在感激之余，也想在大学毕业
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其他

人。张玉婷说：树华基金会对
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它使

我在学习上充满了信心，今年
我如愿地考到了西安医学院临

床医学专业，自己非常喜欢，
将来想做一名白衣天使，用自

己的所学去救死扶伤，帮助更

多的人。 

同瞱卉对采访记者说：今年是
我正式接替父亲（公公）甄选

工作以后的第一批受树华资助
的学生步入大学校门。今天借

周末机会再次家访，我希望他
们在大学好好学习，将来能回

报祖国、回报社会、回报树华、

回报爱心人士。 

由受助学生当地的甄选委员推
荐贫困而优秀的学生，是树华

奖学金成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甄选委员经过推荐和选拔，

主要是受助地区的优秀教师以
及部分热心公益的公职人员。

他们和树华义工团队合作，保
证了树华奖学金确实做到雪中

送炭、公开透明，是行之有效

的捐助办法。 

没有树华的捐款人，就没有杜
发顺老师和同晔卉女士帮助的

236 名学生的成功故事，他们是
树华助学成功的后盾！ 
 
n Fund Raising Luncheon 

 
A Thank-you Letter to Supporters 

 

Our 24th annual fundraising 
banquet has come and gone, 
filling our hearts with joy and 
hope. It was held on May 5th, 
2019 at Santa Clara in the heart 
of the Silicon Valley. We had an 
attendance of about 280 people, 
with many new friends, young 
and old, as our work in China has 
become better known over the 
years.  
 
Our board chairman Mr. Davy 
Kao and president Mrs. Rebecca 
Chang gave a speech in the 
event. They discussed our 
achievement in the past year, and 
the direction of our endeavor in 
the coming years.  
 
Our guest speaker from the 
Chinese consulate in San 
Francisco 鄒永紅 lauded us 
lavishly for the meaningful work 
that we have carried out in the 
rural countryside. 
 
The most moving moment was 
the speech given by our vice 
president, Ms. Li Li, which 
celebrated the life of one of our 
most devoted nominators in 
China, Mr. Du Xian-Wen from the 
Henan province. He passed away 
in late April, 2018. During the 20 
years that he volunteered for 
SOAR, teacher Du has visited 
every single scholarship student 
at their home to understand each 
student’s family background. He 
kept contact with every student 
and always lent the students a 
helping hand when their family 
situations were desperate. The 
following link includes several 
memorial essays written for Mr. 
Du: 
https://soarfoundation.net/wp-
content/uploads/AnnualReport/2
019SOARAnnualGala.pdf 
 
The cover page on the event 
publication shows Ms. Lei Hong, 
and her students from Guizhou. 
Ms. Lei Hong was a SOAR 
scholarship student in year 2000. 

The video clip from Ms. Lei and 
Mr. Gu can also be found at: 
https://youtu.be/q_gMPfBa45s 
The lunch was delicious and 
simple, followed by an auction 
event. 
 
The net amount of money raised 
for the event was $76,972 (please 
see the finance report below for 
the detail). 
 
Thanks again for your continued 
support. We will do our very best 
to deserve the trust that you have 
placed in us. 

(TC Lee  June 2019) 
 

n 筹款餐会收支 

2019 Fund Raising Financial Report 
 

The Soar Foundation 2019 
24th Annual Fund Raising Luncheon 

 
Total Income                88,038 
  Lunch          29,900 
  Auction           3,913  
  F/R - Donation     47,290 
  F/R - Gift         935 
  F/R - Brochure sponsorship  
              6,000 
Total Cost                 11,066 
  Lunch                 8,400 
  Printing                  1,572 
  Audio                     750 
  Misc.          344  
 

Fund Raising Net              $76,972 

（苏艳玲 2019.8） 

 
n 总部乔迁 

通告通告：树华搬家了！从
Union City 到 Fremont 

好开心呀，树华有新家了！
2019 年 8 月 1 日起，树华的新
地址是：39812 Mission Blvd., 
Suite 203，Fremont, CA 94539。
请注意，大家以后的信件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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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需要直接寄至新的地址。谢
谢！ 

下面我来讲一讲树华办公室搬
迁的故事。 

六月初的时候，树华 Union 
City 的办公室接到通知，业主
要收回所有出租的办公室另有
他用，两个月之内我们必须离
开。树华在 Union City 的办公
室已经定居大约 10 年之久，在
恋恋不舍中，我们开始了两个
月的新家寻找和搬迁的事宜。 

对新办公室的基本要求有四个：
便宜，面积小，位于一楼或有
电梯上楼， 好离 Bart 站不太
远。这么短的时间内要找到符
合这些条件的办公室，实在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也着实让所
有的义工头痛不已。 

义工刘阳抱着说服业主，让我
们继续租用现在便宜的办公室
的想法，但是实施起来困难重
重。办公室主任冯景生Simon发
动义工，网上，熟人，找新的
办公室地址。Simon 看过几个办
公室，不是位置不好，就是楼
上没有电梯。会长阮笙燕，托
熟人的关系找到一间办公室。
大家去看过后，感觉环境不够
理想，而且还要和别人共用部
分空间。我的朋友也是树华的
捐款人 Alec Wang 愿意短期免费
把他的办公室让树华使用，这
样我们至少不会流落街头，心
也安一些。可是这个办公室属
于仓库类型，一共要搬两次家，
也不是一个好办法。 

副会长李丽在网上看到现在的
办公室。大批义工约好去看，
都非常喜欢。办公室比以前大
了一点，也贵了一点，可是在
现在的市场上，能找到这么好
的位置和这个价钱也不容易。
尤其办公室的两扇窗户对着的
是一棵古老巨大又非常漂亮的
mayten 树，和“树”华有缘份。 

接下来谈合约。由办公室主任
Simon，财务长苏艳玲的女儿
Michele 组成团队，想尽办法和
新的业主讨价还价， 后签了
一个大家都比较满意的合约。
会长阮笙燕让树华的法律顾问
为合约把关。这样新的办公室
终于有了着落。 

接下来是收拾旧办公室，找搬
家公司，布置新办公室。办公
室主任Simon细致周全，掌控全
局。各个小组清理掉陈年物件，
也发现一些古老文件。搬家前，
Simon 除了安排搬家公司，整理
装箱，还绘制了一张非常专业
的办公室图纸并按比例配上家
具，还与陈勤、丁霭丽、苏艳
玲、郭丽文和我，专程去办公
室考察布局。 

IT 小组的周庆华大哥、吴健、
吴艳芳，还有柴淑芳大姐、
Eastman、郭丽文和我做为先遣
部队，先把电脑和 IT 相关的东
西搬到新的办公室。Simon 约好
网络公司，提前确认网络及电
话信号畅通。 

搬家的日子到了。Simon 专业药
剂师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
设计家具摆放，精度可以到厘
米。他指挥大家，犹如将军。

周大哥和吴健布线连电脑，时
常匍匐在桌下，被义工们戏称
在不对的方向“祷告”。老将
新兵上蹿下跳，电脑多半天的
功夫全部复原。辅导部部长夏
关龙 George 以他旺盛的精力和
体力，为了少用搬家公司的时
间（费用按时间计算），拆家
具、组合、搬运，连搬家公司
的小伙子都无语，表示愿意雇
用他。丽文和我也是爬上钻下，
患上整洁强迫症，连线、整理、
摆放办公室物件。Eastman 把办
公室的大招牌回收利用。刘阳
不忘树华财务部抠门的本色，
和搬家公司沟通协商，把搬运
成本降到 低。由于 IT 组提前
好几天完成的工作，办公室实
际只有星期一关了一天门，星
期二的义工一进入新办公室就
能工作！ 

值班的义工继续整理办公室。
章鸿权老班长把树华的条幅和
字画挂在合适的位置，不用的
杂物藏在柜子里，美化办公室。
阮笙燕会长把两幅树华义工们
参加活动的照片放大冲洗，镶
嵌在精美的镜框里，挂在墙上，
非常好看。据副会长陈勤前线
报道，星期二义工一进门就惊
呆了，他们感到有幸成为头一

新办公室启用一个月，义工在八月底的工作会议前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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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新办公室上班的小组！柴
淑芳大姐一进办公室就忙着擦
灰尘，就像是打理她的第二个
家。财务部长苏艳玲Annie 辛
苦，常常加班。现在坐在她的
新老板桌前，看着窗外的树华
树，别提有多开心了！ 

看着整洁的新办公室，义工都
舍不得离开了！ 

这里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钟筱
燕。她把本要放上 craigslist
卖掉的办公家具送给树华。新
的前台、老板桌、会议桌和各
种椅子、柜子，把树华的办公
室打扮得还真有点高大上呢。
有些以前义工们东拼西凑捡到
的家具，终于可以寿终正寝了。 

欢迎来参观我们的办公室新居，
感受一下树华的新气象！一进
门，您将会看到几乎每天都来
值班的资深义工柴淑芳大姐，
她会在前台热情迎接您！ 

(郭丽春 2019.8) 

 

n 辅导组 1 

相互交流  学好外语： 
一次远程辅导活动 

今年八月一日，一个盛夏的下
午，在加州桑尼维尔市树华义
工朋友的家里，传出了一阵阵
手机微信的声音，有时是这儿
的人在说话，有时是手机里微
信传出的声音，气氛热烈有序。
这是在做什么？ 

原来，这里在办一个为树华学
生“学好外语”的远程辅导活
动，学生以贵州黄平中学为主，
后来，辅导组的徐火宙把她的
施秉一中的学生也带进来了。
不大的房间里，主人 Joanna、
一位印度裔男孩 Shreyas、树华
义工 Lisa、郭丽文、邹立美，
各自用手机通过微信和远在中
国贵州的同学们在交流。男孩
Shreyas 说着流利、发音标准的
英语和相当流利的中文国语，
手机里发出的声音则是普通话
和带着中国学生腔的英语。 

Joanna 是这里的幼儿中文老师，
她的学生中有位印度裔男孩中
文学得很好，能说流利的国语。
我们常听到树华的学生学英语
有困难，觉得可以请这位同学
和树华学生交流，相互鼓励，
学好“外语”。五月份的一天，
Lisa、郭丽文和邹立美就来 
“面试”印度裔男孩，并录了
象。13 岁的中学生 Shreyas 给
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出
生在加州硅谷，父母从印度来
美国，家里没人懂中文。上小
学时课外活动认识了一位中文
老师，就对学中文产生了兴趣。
对他来说，中文是“外语”。
现在树华的学生正好在暑假期
间，他们有时间也有兴趣参加
这个活动。事前我们通过微信
做了些组织准备工作，譬如约
定辅导活动的日期和时间，约
定每人发言，提问不超过半分
钟，不随便打断别人的会话等
等。 

一开场，Shreyas 用中文简单介
绍了自己，树华学生也一一报
到。Lisa 和邹立美主持，先请
Shreyas 为大家回答三个问题：
为什么想要学中文？学外语时，
听、读、说和语法，哪个 重
要？你是如何刻苦学习中文的？
Shreyas 用流利的中文谈了自己
的体会。接着，Shreyas 根据三

张反映“寻找山狮的足迹”的
照片，当场表达自己的描述。
Shreyas 又解释了几个中文成语， 
象“井底之蛙”、“掩耳盗铃”
等。在中国的高中学生面前，
Shreyas“班门弄斧”了两下子，
就让树华学生服了。义工辅导
员们参与在其中引导树华学生
一个个发言、提问，Shreyas 用
英文回答，帮树华学生练听力。
还交流了一些考试的经验。 

时间过得很快，大家还有讨论
不完的问题。由于时差的关系，
加州这儿天色已晚，视频的交
流活动结束。但在这微信群里，
存着由郭丽文录的一段段视频，
同学们留下的感想仍然在继
续…… 

（夏关龙 2019.8） 

 
n 辅导组 2 
 

获得及时援手 勇破逆境而出 
 
从贵州黄平民族中学传来了好
消息：参加2019年高考的18名
树华学生，全数拿到了入学通
知！其中一本 15 名、二本 1 名、
专科1名、高职1名。他们中间
有考取清华的学霸毛亮亮，提
前被西安交大录取的潘东子，
还有考上贵州大学的5人，其余
去外省市的大学就读。 

祝贺黄平民族中学，你们向学
校和家长交上了一份漂亮的答
卷！ 

在庆贺之余，我们不曾忘记
2017 年秋访问黄平民族中学见
到的同学。那一张张热情洋溢
的笑脸，那一个个天真活泼的
孩子，他们的背后却有着艰难
屈折的求学历程。我们更不忘
不了让树华的每一个义工牵挂
的学生刘济洪。 

2017 年 10 月中旬，我们访问了
刘济洪同学的家。刘济洪的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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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出走，父亲瘫痪，家里还有
个耳聋智残的叔叔。刘济洪除
了上学，每隔一周，必须花四、
五个小时车程回家，为父亲和
叔叔送食物和生活用品。就在
我们访问后不多久，他的母亲
在外地车禍身亡。在刘济洪去
浙江奔丧时，父亲竟然也撒手
而去。噩运连连，折磨着这个
未成年的孩子。他返回学校后，
走路都抬不起头来，看同学也
不敢正视。晚上宿舍熄灯后，
他夜不能眠。他的精神状态跌
入低谷。 

在这困难的时候，黄平民族中
学的资助中心和老师们向他伸
出了关爱的手。尤其是资助中
心的白文秀老师、他的班主任
老师和辅导老师杨廷英，对他
特别关心。老师们鼓励同学们
陪刘济洪一起吃饭、在操场上
一起走路散心。刘济洪开始逐
步地向同学、好友倾诉内心的
苦恼。白老师同时把刘济洪的
情况告诉了树华教育基金会。
义工Chica和 Ken访问贵州回到

美国后，一直同刘济洪保持着
电话联系，如同父母般地关心
着他，把树华对刘济洪的关爱
传递给这个孩子。 

从Chica那里，我们得知村里为
刘济洪家盖了新房。过农历新
年，刘济洪的二姐让弟弟在自
己家共度节日，并一直鼓励和
安慰他。过年后，刘济洪主动
参加了基金会辅导组举办的征
文比赛。他在作文里讲述了父
亲如何诱导他走上正确的求学
之路。我们欣慰地看到，孩子
已走出了失去双亲的痛苦的阴
影。同学们反映，刘济洪在周
围老师、同学以及他姐姐的关
怀和帮助下，慢慢从忧郁的状
态中走了出来，融入到正常的
学习中。 

今年七月下旬，Chica 带来了一
个令大家兴奋的消息，刘济洪
被贵州遵义医学院的法医专业
录取。树华的义工们都为之感
到欣慰，我们心里的一块石头
落了地。 

树华的孩子们，大多都走过一
条艰难的求学之路。他们或者
是出生于因病致贫的家庭、父
母离異的家庭，或者是缺少关
爱的农村留守儿童。当他们走
向高一级的学校大门时，我们
始终思考着：除了帮助他们进
学校受教育外，我们还能做些
什麽? 

如果把他们比作受伤的小树苗，
可以说树华正在用辛勤的工作
去浇灌、滋润他们的心田，用
我们的关爱去安抚他们受伤的
心灵.愿他们长成参天大树，成
为国家的栋樑. 

（邹立美 2019.8） 

n 学生来信 

信心来自关爱 

愿当农村老师回愦 

编按：作者是河南省虞城县高中应届

毕业生 

 

亲爱的爷爷奶奶： 

您好！ 

三年来，您一直在为我捐
助，减轻了我家庭的负担，让

我在学校更安心地学习。爷爷
奶奶，请让我真诚地对您说：

“爷爷奶奶，谢谢您！”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一转
眼就过去了三年。现在我已经

历了高考这个巨大的人生转折
点。一路走来，我曾失败过、

犹豫过、痛哭过，但只要想起
家中妈妈花白的头发，奶奶虚

弱的身体，弟弟幼稚的面庞，
还有您对我的期望与厚爱，就

有一种力量涌遍全身。是的，
我必须努力，爸爸去世了，我

以后就是家里的顶梁柱。哪怕
再艰辛再困难，我也要坚持下

去！ 

   虽然求学之路充满坎坷，但
我一直坚信：拼下去才会看见

希望！如果说我的成长有着黑
夜笼罩，爷爷奶奶，您就是给

了我一线光明的灯塔，让我拥
有信心克服恐惧与障碍。您的

捐助于我而言不仅仅是捐助，

更是强大的动力与精神力量！ 

   我决定报考师范院校，回馈

老师和学校对我的教导与培
养。令我开心的是我被提前批

志愿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录
取了！专业是小学教育，全科

生。我知道爱就是延伸，我决
定用自己的一生回馈到教育事

业中去。关于我对农村高中教
育的看法，我认为农村高中的

设施有待提高，比如宿舍缺少
空调或风扇，夏季闷热难耐，

学生没有良好的睡眠。此外，

上为刘济洪家兴建中的房舍， 
下为原有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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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人数较少，因此教学负担

较重，如果教师的工资水平有
所提高的话，教师人数也会慢

慢增加。这样就进一步提高农

村高中的教学质量了。 

   总而言之我将学习生活技
巧，适应残酷环境，锲而不

舍，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中敢于
战胜自己。只要明天的太阳依

然升起，生命没有达到极限，
我一定笑着站起来，迎接光辉

的未来！ 

   亲爱的爷爷、奶奶，请接受

我对您深深的谢意！ 

   此致 

敬礼！ 

 

树华受助人：刘逸菡 

2019 年 8 月 24 日 

 

n 义工心声 

 
我与《树华小天地》 

 
2018 年 6 月，我受树华教育基
金会前会长李静和的委托，开

始着手主编《树华小天地》年

刊。 

《树华小天地》是对树华获奖
学生介绍树华教育基金会的理

念、提倡中华传统文化道德及
教育的通道。《树华小天地》

是树华帮助受助学生了解树华
教育基金会捐款人及义工工作

流程的窗口。《树华小天地》
更是受助学生之间相互学习与

交流的重要平台。期刊应该对
同学们起到积极、正面的引导

作用，搭建学子间交流的桥梁，
传递树华捐款人及义工们对树

华学子的期望：敦品励学，自

强不息，馈乡报国。《树华小

天地》每年会与学生获奖通知

一起发到同学们手中。 

仅凭自己对孩子们的爱、敢于
面对挑战、拥有满腔热情，对

于跨领域的编辑工作是远远不
够的。编辑经验的不足，加上

时间紧迫，让我深感肩上责任
的重大。虽不敢有一丝一毫的

懈怠，内心却一直忐忑不安。 

2018 年，由于女儿 7 月生 Baby，

我只参与了部分《树华小天地》
编辑工作。编辑部的李丽、郭

丽春（Lisa Guo）、李霞等义
工同仁，特别是李丽，承担了

《树华小天地》的主要编辑工

作。 

在今年 2019《树华小天地》的
编辑过程中，我仍遇到诸多困

难，比如：如何约稿——希望
什么主题，多少字以内；如何

催稿——掌握好时机，过早或
过晚都不合适；如何组稿——

按需要的主题，从多篇文章中
挑选 好的；如何与作者交流；

如何让作者声明文章是原创
（得到树华北京办事处商荣梅

老师和各位甄选老师的大力帮
助）；如何协调及合理分配编

辑部义工的工作任务；如何快
速准确地把学生手书的文字，

转化成电子版文字（得到编辑
部黄春超等同仁的大力帮助）；

写编者按（得到李霞的大力帮
助）；插图；用什么软件排版

（得到 Lisa Guo 的大力帮助）；
还有封面设计制作等等。整个

编辑过程是我学习的过程，遇
到困难，解决困难，从始至终，

痛并快乐着，同时也在成长着。 

2019《树华小天地》封面的树，

是在妹妹所在小区，Saratoga 

公园拍摄的树，这幅原创作品，

也成为了小天地的树…… 

7 月 29 日，我们的 Baby《树华

小天地》，经过阵痛，顺利诞
生！此次来美，我的又一个重

要任务圆满完成。当《树华小
天地》得到树华会长及副会长

们及义工们的肯定：“丽文太
靠得住了，高质量完成任务！”

我心中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树华小天地》接下来的路还

很长，成长的空间也很大。我
会不断学习，尽我所能，把

《树华小天地》越办越好。我
将与《树华小天地》一同成长，

做一名更加合格的主编。 

 (郭丽文 2019.8) 

 

n 博愛獎學金 

加码捐赠 

协助树华开创新方向 

博爱奖学金成立于2016年，此
项捐赠来自一位无名氏大善士，

原本五万元美金，每年可以使
用一万元左右。现已三年整，

每年发放奖学金给6个高中生，

12个大学生。 

近博爱先生又加码捐赠了八

万元，其中三万元可継续支持
现有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奖学金；

另外的五万元将让树华开创新
的题目，经过磋商，已决定支

持学前教育发展。 

博爱先生对中华贫苦幼年、青
年的关心和爱护，逾久不变，

高超之情操，令人高山仰止，
实乃中华之大幸！我树华同仁

们，将以 大努力，发扬无名

先生的大博爱精神！ 

（李作昌 2019.8） 



SOAR Foundation Newsletter                                                                        Volume 23, Issue 2   Page 9 

 

n 特别报道 

中国农村教育研讨会 

全文载《 i 树华》 

本篇为摘录并稍做编辑 

 

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大地增加
了扶贫助教的力度，在未来的
十年里计划全面推广十二年义
务教育。然而教育在农村仍然
有许多亟待克服的困难。2019
年 2 月 2 日，树华教育基金会
(SOAR)联合斯坦福农村教育行
动计划(REAP)，在斯坦福商学
院举办“中国农村教育研讨
会”。近百位关心中国教育现
况与未来的各界人士出席，四
位深具农村实际教育工作经验
的专家受邀发言。 

树华教育基金会副会长李丽女
士致开幕词，欢迎到会的学者
专家，并且介绍 1995 年在旧金
山湾区创建的树华，23 年来发
放 31 万多份初中、高中、大学
的奖学金，帮助了约一万名农
村学生。 

城乡差距大 

头一位发言的是斯坦福大学
REAP中心主任Scott Rozelle教
授。他用大量数据展示了中国
劳力市场面临的巨大挑战。 

首先是城乡教育程度的区别。
具有城市户口的 15-17 岁少年
93% 接受高中教育，但农村户
口的同龄者只有 70%左右上高中，
而高中现代社会所需的 低文
化程度。 

另一个挑战是早期幼儿教育的
城乡差距。城市父母普遍对 0-3
岁的孩子进行多方面的智力开
发。但是 70% 的农村家庭里没
有书或只有一本书。 

REAP估算在中国农村可能有1/3
的孩子面临发育迟缓的危险，
追踪测验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
REAP 正在和中国的合作伙伴在

中国数百个村庄进行婴幼儿养
育培训班活动，并给这些村子
送去图书和玩具。 

协助农村教育三方向 

第二位发言的是盖茨基金会中
国首席代表李一诺博士。她在
讲演中分享了她对中国农村教

育生态系统的观察和反思：农
村学生有大量缺乏教育资源的
留守儿童，空心村里家长严重
缺位，农村教师收入低、缺乏
职业支持和幸福感，导致优秀
人才不愿进入农村教育。 

针对问题重重的农村教育体系，
李一诺博士提出了一个三管齐
下、改善教育生态体系的构想。 

第一是致力于乡村教师的职业
发展与培训。2017 年她创立的
“一土愚人社区”为乡村教师
服务，以线上社区向他们介绍
可以利用的公益资源。 

第二是致力于留守儿童的心理
健康与学业发展。比如歌路营
是一个 2008 由心理专家发起的
慈善基金会，利用给农村寄宿
留守儿童睡前讲故事，起床播
放音乐的形式帮助孩子们改善
身心健康。很多公众人物包括
李一诺都参与了这个活动。 

第三是为城市中农民工子弟的
职业发展铺设道路。 

这些动员全社会资源的努力，
旨在改变过去的农村教育体系，
充分利用先进的互联网等技术，
使它变为一个健康的教育生态，
一个高效能、有活力的正能量
体系！ 

接下来的两位讲员都是扎根中
国农村教育第
一线，有30年
经验的资深实
践者。 

来自华盛顿特
区的乔龙庆博
士是美国教育
科技协会(ESS)
副主席、ESS
“认助中国乡
村教育”系列
项目创始人及
总负责人，曾
在美国联邦政
府教育部任职
28 年。她介绍

了 ESS 从 1988 开始的“认知中
国乡村教育项目系列”活动，
30 年来大量的项目可归纳成下
面三类： 

三十年经验和实践 

第一类是为遍布中国各省的乡
村学校捐助 6000 多个图书馆，
同时也在一些农村乡镇捐助公
共图书馆和多媒体信息中心。
这些项目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
国农村的教育理念和生态环境。 

第二类是改进教学的活动，针
对乡村教师是组织各种工作类
型和规格的培训和见习。为农
村学生组织多种乡村少年夏令
营：科学营、音乐营、综合营，
读写营等。 

第三类是在过去 20 年里向各地
乡村学生发放助学金，从小学
直到研究生，也包括师范，高
职及残障生。这个项目和树华
的奖学金有相似之处。 

四位讲员互相讨论，并回答听众问题。左起：Scott 
Rozelle、李一诺、乔龙庆、杨贵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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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讨会的 后一位讲员是 30 年
前从纽约走进贵州大山里的美
国滋根基金会及中国滋根乡村
教育发展促进会创始人杨贵平
女士。 

贫童教育与生态 

滋根协助女童和特困儿童的经
验，使他们认识到支持女孩上
学是 有效的投资，更使他们
意识到农村教育不仅是乡村教
师和学校的问题，更是乡村生
态环境的问题。没有农村的文
明建设和发展，农村教育就失
去了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所
以滋根在近年来采取了联合国
提出的用教育来促进可持续发
展的理论框架，成立了中国滋
根农村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心，
经历了调研、培训和试点的几
个阶段。 

滋根首先和中国的大学及公益
单位合作，在2016-2018年培训
了2500乡村教师，支持了72所
绿色生态文明学校，同时在全
国支持建立了共 20 个绿色生态
文明村。 

四位明星讲员使听众脑洞大开，
欲罢不能。简短的咖啡休息后，
树华理事、本次研讨会的策划
人许爱华博士主持了一个小时
的讲员讨论会，并且接受观众
的踊跃提问。 

后树华基金会的创始人、董
事长张笑枫女士致闭幕词。她
再一次感谢远道而来的讲员们
的精彩讲演，指出了中国农村
教育仍然存在的巨大挑战：早
期教育与留守儿童缺乏多种资
源如心理支持、师资、家长及
社区的协助。她分享了在教师
培训、夏令营、图书/信息室、
农村社区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
方向。她表示，树华一定会仔
细反思和消化研讨会的发言内
容。她也感谢观众的出席和参
与。张笑枫鼓励树华同仁不忘
初衷，再接再厉，在树华下一

个 20 年里继续为中国农村教育
作出新的贡献。 

（许爱华 2019.3） 

 

n 人物特写 

不孤单的旅程-- 

记北一女中校友张笑枫 

陈慧贞 

2019.7.30 

原载北加州北一女校友会年刊《绿缘

文艺》，略有删节 

张笑枫，是台湾来美国读书创业靠

自己打拼的第一代移民。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广州火车站的情景改

变了她的人生轨迹，从而也改变了

很多人的人生轨迹。 

在大陆改革开放初期的大城市，特

别是以广州为首的南方城市成了很

多农民工的聚集地，很多人都以为

大城市有金矿银矿，全国各地的人

们拖家带眷蜂拥而至。结果积蓄花

光了，工作找不到，连回家的路费

都没着落，没钱买车票却在车站争

着上车，先来的还没疏散走，后来

的又赶到了。广州火车站日日人头

攒动，不想走的，走不了的，都聚

集在广州车站，要饭的，骗钱的，

哭的喊的一片混乱。让人震撼的是

在这滚滚人流中，夹杂了大量的学

龄青少年及儿童。少不读书，何以

为业？看着脏兮兮的孩子们在乱哄

哄的车站到处乱跑，笑枫的心很

疼，她陷入了深思。 

旅途偶见 慈善契机 

如何帮助这些为贫困所累的孩子

们？笑枫脑海里一遍遍地回放着火

车站里涌动的人流。帮几个帮不了

所有，帮一时帮不了一世。台大哲

学系毕业的笑枫想得很多。授人以

鱼，不如授人以渔，只有知识才能

真正帮助他们改变命运。帮助家庭

贫困的孩子们完成基础教育，使他

们拥有立业之本。笑枫下定了决

心，要筹办慈善教育基金会。 

当时的大陆农村普遍贫困，粥少僧

多，从何入手？从零开始，笑枫义

无反顾地开始了一个人的旅程。深

入山区做调查，找义工，找推荐学

生的甄选委员，找赞助人......寻寻

觅觅一直到 1995 年她遇见了旧金

山金门大学的赵耀渝教授。赵教授

有极好的教育背景，工作能力很

强，擅长项目设计。对教育立国，

教育树人有着共同认识的两人一拍

即合，各展其长，共同筹办树华教

育基金会，The SOAR 
Foundation。SOAR 代表

Scholarship Opportunities Across the 
Republic，寓意共和国的青少年共

享平等教育的机会。 

得道者多助。笑枫通过资助教育帮

助青少年自立脱贫的理念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同路人，比如萧又青女士

和她的先生，他们带来了 60 万美

元的永续基金。斯坦福的一位朋友

给 笑 枫 介 绍 了 一 位 律 师 John 
MacMeeken，他不仅义务帮助成立

树华基金会，还义务担任树华多年

的法律顾问。在树华的创办之初，

这些人都是中流砥柱，还有更多了

不起的人出钱出力，可惜时间太久，

笑枫已经无法讲出他们的名字了。

有这么多诚恳、善良、乐于助人的

人帮助，终于水到渠成，1995 年

12 月，树华教育基金会成立了。 

默默行动  一心助学 

树华成立至今，已经捐助了一千多

万美金，帮助贫困学生一万多人。

这是笑枫没有预想到的，也是在树

华成立之初赵教授和其他众多支持

者都没有预想到的，因为树华非常

“草根”，完全没有大企业和大基

金的背景，都是社会爱心人士个人

或家庭的赞助。 

从笑枫开始，树华人的风格低调务

实。树华的捐款人，很多从树华成

立就默默地支持树华。他们中有的

是旅居海外多年的老人，他们把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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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一腔的思乡之情倾注在支持家乡

孩子读书脱贫的努力上；有的是子

女为纪念父母而设立的奖学金，为

父母牵挂的家乡出力；有的是居住

在养老院的老人，他们把自己微薄

的积蓄的一部分用来资助学生；有

的遗爱树华，把树华写进他们的遗

嘱。2017 年，早年从广东佛山赴

美留学创业的老华侨李霍倩仪女

士，身后留给树华 40 万美元，支

持树华的助学事业。 

树华的甄选委员，大多是工作在农

村教育第一线的优秀教师，因为对

教育树人的共同理念，多年义务为

树华推荐贫困而优秀的学生，根据

树华的要求对推荐学生进行家访，

指导学生填写申请材料，必要时配

合树华对学生进行辅导。这些农村

教师自己的生活环境也很简陋，更

没有有效的交通工具，而且很多地

区学生居住分散，这些乡村教师骑

着单车走乡串户了解学生的家庭情

况，确保有限的资源用在 需要的

孩子身上。 

昔日受助 今日助人 

输在起跑线上的孩子们，在缺乏家

庭指导鼓励并且物质极其匮乏的环

境下，一心向学，为了留在校园里

和继续升学，他们付出比同龄人何

止加倍的努力！从他们的申请材料

和短文中，义工们常常被他们的刻

苦和坚韧感动流泪。 

树华湖南怀化学生小杨父亲残疾，

母亲智障。学生探访时他告诉我们

他家每年都养一头猪，但他从来没

有吃过猪肉，因为到年底的时候，

猪就不见了，被拉去抵债了。就是

这个孩子，在因贫而辍学后，受到

了树华甄选委员吴玉枝老师的登门

拜访，送去了树华奖学金的申请

表，成功地劝说小杨的父母让成绩

不俗的小杨回到学校。小杨毕业后

在家乡开办了矿泉水工厂，2016
年湖南特大洪灾，小杨向灾区捐赠

了价值 20 多万元的饮用水。 

树华云南学生黄春超，另一位因为

家贫辍学后被甄选委员带回校园的

学生，大学毕业后在中国银行昆明

分行工作。因为表现出色，受到领

导重视，事业发展顺利。春超现在

负责编辑树华学生微信公众号，积

极地参与树华的助学事业。树华一

万多个学生中，这样的故事太多太

多。 

树华的义工队伍，不仅没有人领取

酬劳，很多义工也是奖学金捐款

人。树华的主要义工 初全部来自

台湾的早期留学生，现在 年长的

义工已是百岁老人。逐渐地越来越

多来自大陆的八、九十年代的留学

生加入了树华。树华老人 89 岁的

冯老和 99 岁的辛老去年还在每周

三值班。想到二老弓着腰黏信封的

情境，很多新义工都会感动落泪。

树华的新、老义工互敬互爱，互相

支持。现在的树华可谓藏龙卧虎，

人才济济，一片生机。 

低调坚持 绝不放弃 

从广州火车站的思考到今天的助学

成果，笑枫付出了很多。熟悉笑枫

的人知道，她是一个极其温和的

人，一个说话声音轻柔，一个不善

言辞的人，一个尽力避开所有聚光

灯的人。二十几年中，上万的学

生，数千的捐款人，众多的义工，

没有质疑，没有反对的声音是不可

能的。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背景不

同，性格各异，在一个没有薪资关

系的工作环境里，大家的不同意

见、压力和挫败感，只有一个出

口，那就是基金会的创办人张笑

枫。多少次暗暗地吞咽委屈，多少

次默默地流泪，多少次无眠的长

夜...... 

相依为命的女儿心疼地说：“妈

妈，您图了什么，要受这么大的委

屈？做得这么辛苦，您就不能放弃

吗？您已经尽力了!”笑枫摇头。

她知道她不能放弃，很多孩子会因

为她的放弃而失去希望。看着客厅

里摆放的一双手工鞋垫，笑枫知道

她必须坚持！那是树华帮助的一个

四川农村孩子的妈妈亲手做的，学

生探访时送给笑枫的，对一个一贫

如洗的家庭来说，那是一个很大的

礼物了。多年以后，这个当年流着

鼻涕的孩子已经是广西的一位律师

了。 

人间净土 点灯传爱 

笑枫不是现代领导人的模板，她不

会巧舌如簧鼓动捐款人，也不会甜

言蜜语“哄”义工开心。如果不被

催逼，她甚至不愿意上台讲话，她

主动讲自己的时候更是极少极少。

笑枫的魅力全在无言的行动中，如

同海上的灯塔，默默地照亮着黑暗

中的方向。笑枫说她很感恩，很幸

运一路有人同行，共同传递爱和温

情。笑枫说如果人间有一块净土，

那就是树华办公室！义工们说我们

有树华这块净土是因为有笑枫的星

星之火。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张笑枫女

士，对中国青少年教育问题的关

怀，超越了政治、宗教和地域因

素。她无私的关爱，引燃了树华全

体同仁。她说她的后半生充实快

乐，是因为基金会。树华不是简单

的给予，而是有太多的收获。她每

年都去看学生，看到以前帮助过的

孩子，现在都很阳光，使一切的付

出都值得了！ 

二十四年的坚持，一万多名受助的

学生和他们的家庭因为树华而改变

了命运，这个数字还将继续增长。

树华将继续坚持慈善教育，树华将

陪伴她的学生们一同成长...... 

这位树华义工眼中的笑枫原名秀

凤，1965 年毕业于台北第一女

中。 

（访谈录音：北一女 1974 级校友

郦如丘；誊录为文字：树华义工李

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