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2年，助学第一届，筹款14
万元，资助55名贫困学子。

2002 年 8 月 7 日，株洲晚报
《架起爱心桥 牵手贫困生》助学活
动启动，8 月 26 日举行见面会，活
动结束。当年，20 个爱心单位、17
名爱心个人真情牵手 55 名贫困学
子（包括大、中小学生），总助学金
额14万元。

这一年，唐人神集团慷慨捐助
4.8 万元，集团董事长陶一山亲自
为 12 名贫困大学生各发放助学金
4000元。

湘银房地产公司捐款 2.51 万
元，公司总经理齐建湘现场“认亲”
4 名本科生、7 名中学生、7 名小学
生。

另外，捐款 4000 元以上的单

位和个人还有：株洲百货大楼、醴
陵建设集团分别捐款 8000 元，各
资助两名大一新生。醴陵吴再德
先生捐助一名贫困生 8000 元，汇
仙楼酒店沈素芳女士资助一名贫
困生 6800 元；醴陵爱心实业有限
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营业部、荷塘
区国税局、伊丽莎白婚纱摄影楼彭
小员各捐款4000元。

今年是株洲晚报助学的第16年。
2002年8月7日，晚报以《架起

爱心桥 牵手贫困生》为题，在头版头
条刊发出牵手贫困生的第一篇报道，
历时十余年的金秋助学拉开帷幕。

从 2011 年开始，活动升级为
“大爱株洲·金秋助学——牵手贫
困生”大型公益活动，由市委宣传
部牵头，市教育局、市总工会、市慈
善总会、株洲晚报等14个单位联合
主办，直至今日。

过去的15年里，株洲晚报一家
累计筹款 754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1785人。

株洲晚报为株洲日报社旗下媒
体之一。今年的金秋助学，株洲日报
社将发挥全媒体优势，在知株侠、株
洲晚报微信公众号、株洲新闻网、掌
上株洲等新媒体上进行广泛宣传发
动，将金秋助学工作做得更出彩！

为此，晚报在此发出呼吁：让我
们以爱的名义，一起来牵手贫困生，
助他们顺利迈入大学校门。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
者/郑炜青 实习生/郭志丕）昨
天上午，2021“大爱株洲·金秋助
学”活动组委会第一次会议决定，
将集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帮助今
年考上大学的贫困大一新生迈进
大学校门。

市教育局学生资助办主任罗
荣华介绍，2020 年度金秋助学，从
筹备到活动结束，历时3个月，共募
资 401.5 万元，分两批发放助学款
382 万元，资助贫困学生 764 人。
今年，助学工作从 5 月份就已经开
始筹备，县区学校的贫困生申报工
作正在进行中。

会议决定成立株洲市“大爱株
洲·金秋助学”活动组委会。市委
副书记胡长春担任组长，市人大副
主任、市总工会主席朱振湘，副市
长杨胜跃担任副组长。市总工会、
市慈善总会、市教育基金会、市教
育局、市财政局、市民政局、市乡村
振兴局、团市委、中国航发南方工
业有限公司、市红十字会、株洲小
风唐教育扶贫基金会、市关工委、
株洲晚报等 14 家单位为会员单
位。在昨天的会议上，各主办单位
就助学工作各抒己见，但一致表示
将尽力参与筹款，确保应助尽助，
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副组长朱振湘在分享他本人两
次助学经历后表示，助学工作，意义
重大，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失学！
这是党和政府的庄严承诺。各主办
单位一定要统一思想，精心组织，建
立长效机制，要当好二传手，在三方
面形成合力：一是筹集资金要形成合
力，要广泛动员，让社会各界都来参
与，比如可以开展微信众筹的形式来
筹集款项；二要在工作上形成合力，
统一部署，分类实施；三要在宣传上
形成合力，充分利用各媒体、各个宣
传平台的作用，让助学工作家喻户
晓。

不让一个大学生因贫困而失学！
2021“大爱株洲·金秋助学”活动组委会昨成立

▲2021“大爱株洲·金秋助学”活动组委会第一次会议现场。实习生/郭志丕 摄

本报15年筹资754万元 资助学生1785人

株洲晚报金秋助学回顾（一）

2021金秋助学
哪些学生可申报？

一、资助对象：具有我市户籍，
在我市就读普通高中(或中职学校)
考取大学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或
在我市务工一年以上的家庭经济
困难外来人员子女。

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
申请资助：

1.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烈士子女,优抚家庭子女；

2.城乡低保户子女；
3.防返贫监测家庭子女；
4.家庭困难职工子女（要求加

入工会组织）；家庭困难的进城务
工人员子女（要求与企业签订一年
以上正式劳动合同）；新经济、新业
态形势下的八大群体困难职工家
庭子女，即使没有成立工会组织的
也可以申报（包括货车司机、快递
员、护工护理员、家政服务员、商场
信息员、网约送餐员、房产中介员、
保安员）；

5. 因家庭主要成员患重大疾
病或家庭遭遇重大意外等原因造
成特别困难的家庭子女；

6. 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
或经济困难的残疾人家庭子女；

7. 外地来我市务工的家庭经
济困难人员子女（其父或母务工时
间要满一年以上，且须签订务工合
同）；

8. 其他有关政策明确规定需
要给予特殊救助的学生。

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孤
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烈士子女、
优抚家庭子女、残疾学生。

三、资助标准：家庭一般困难
的学生，一次性资助5000 元；家庭
特别困难的学生，每年资助 5000
元，至大学毕业；孤儿、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一次性资助一万元。

四、如何申报？
由学生本人向就读学校申请，

填报《2021年株洲市困难家庭大一
新生资助申请表》、《株洲市普通高
中家庭经济困难程度调查表》；并
根据《2021年株洲市贫困大一新生
资助申报材料清单》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填写的具
体要求及相关表格下载，详见掌上
株洲、株洲新闻网、知株侠微信公
众号、株洲晚报微信公众号）（7月
20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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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株洲晚报金秋助学见面会，协办单位——市烟草局（公司）
代表为贫困生发放助学金。(资料图)记者/刘震 摄

爱心捐赠电话：28829110；
手机：13873320022（微信同号）。
捐赠银行账号：开户单位，株洲晚报志愿者联合会；

开户行，中国银行黄河路支行；
开户账号：584674810292。

露营会不会是“一阵风”

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国内共有2.1
万家露营地相关企业，2020 年是相关企
业注册量的爆发期，全年注册量为 7933
家，同比增长331.6%，今年前5个月注册
量为6941家，同比增长了286.5%。

市场火热，可露营地运营面临的问
题也不少。

“露营地的维护是一项长期工作，细
节要做到位。此前我们在广东清远一处
营地露营时遇上了暴雨，一棵大树就倒
在离帐篷不到4 米的地方，真的很危险。
复盘原因，应与 2020 年疫情后营地空
置、管理者没有坚持去检查有关。”Van
说。

露营地的运营情况还受季节、天气
等各种户外因素的影响。“露营也算是靠
天吃饭，天气一变、季节一换，露营就不
好开展了，我们在全国各地设置露营点，
也是考虑到这个原因。”朱显说。

小云的惠州小白屋营地受当地旱情
和疫情影响，开业以来收益寥寥，“这是
之前没有想到的，这个行业就是充满了
各种不确定性”。为了提高收入，小云计
划在露营地增加商业摄影、滑板体验课
程、夏令营等服务。

朱显也在带着团队探索更多“露
营+”的玩法，“我们在尝试与更多本地景
点融合，比如近期在与河北崇礼太舞滑
雪场合作产品，客人可以先在太舞小镇
住一晚，第二天再去露营地搭帐篷、烤篝
火，体验更丰富”。

与露营几乎同期在社交媒体上“爆
红”的野餐，如今已无太多声音，露营会
不会也是“一阵风”？

在 Van 看来，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
过程，“流行什么，大家就会一窝蜂去做
什么，但热潮之后能留下来的，都是在商
业性或专业性上有过人之处的。露营在
国内还处于初创期，未来的路还很长”。

朱显认为，“未来由露营出发还会出
现哪些新的趋势，现在也难以预判，我们
只能一步步跟着年轻人的需求去迭代产
品，毕竟，‘一招鲜’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据中国青年报）

作为一名露营Up主，碳化松
果喜欢与人分享自己的露营心
得，但他也非常注重隐私，在视频
里戴着头盔出现，不公开真实身
份。一个人露营，是他为自己选
择的一种解压方式。

“我喜欢独自到山间或是海
边的露营地，大脑放空，慢慢就会
全身心放松下来”。在碳化松果
看来，接触自然、自在随性，是露
营文化的精髓所在。在露营地的
选择上，他更倾向于具备饮水、网
络、厕所等基本设施的收费营地。

80 后媒体从业者 Van，则从

家庭露营的角度探索出了更多
“玩法”。“露营可以包容的场景很
多，从搭营、准备食材、做饭，到手
工、运动、交友，基本上所有家庭
成员都能在露营中找到适合自己
的放松方式。”平时很少下厨的
Van在露营地“解锁”了户外做饭
技能，“在露营中，我们期待能够
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Van的儿子今年上小学一年
级，Van 和家人会在露营中搭配
不同的亲子活动。“我比较中意有
野趣、人工设施较为克制的营地，
也带着孩子试过钓鱼、桨板、冲

浪、徒步、岩洞探索等项目，但我
认为露营带给他的更多是一种潜
移默化的影响，比如家庭成员在
户外是如何协作的，与其他小朋
友社交要注意什么，要如何处理
负面情绪，等等。”Van说。露营次
数多了，Van常以“冯Van记”的名
字在社交平台上更新露营笔记。

在 Van 和碳化松果看来，露
营作为户外活动，对露营者户外
知识储备以及装备的要求都比较
高，存在一定的门槛，“新人可以
先参加‘拎包入住式’露营，看看
能否适应户外过夜”。

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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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众爱好渐渐步入大众视野从小众爱好渐渐步入大众视野

靠天吃饭的靠天吃饭的 能走多远能走多远

3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互联网行业工作的95后男生碳化松果和朋友到上海郊外的沙滩上体验了一次露营。深夜
时分，他独自坐在篝火旁，看着帐篷上方的煤油灯在海风的吹拂下轻轻晃动，感到周围的一切都静了下来。

现在，周末骑着摩托车去露营，已成为碳化松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月他都至少要露营两次。近两年来他注
意到，体验这项户外活动的人越来越多了。

露营话题在社交媒体上的火爆，也在侧面印证着碳化松果的发现。截至今年6月30日，在社交平台小红书上搜索
“露营”，与之相关的笔记已超过29万篇，涉及露营地选择、露营装备品牌、露营玩法等多个方面。

当露营从小众爱好渐渐步入大众视野，新的市场需求也在酝酿之中。

在露营中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2020 年之前，朱显是一家出
境游公司的创始人，小云和丈夫
在泰国经营面向国内游客的户外
婚纱摄影工作室。

一场疫情，朱显和小云的公
司都按下了“暂停键”，露营恰在
这个时候进入了他们的视线。“疫
情发生以来，人们更愿意在空间
开阔的自然场景里游玩，在这样
的心理下，露营既连接自然，又有
一定的私密性，热度也跟着上升
了。”朱显说。

一次偶然的机会，小云来到
广东省惠州市盐洲岛。早已“入
坑”露营的她，一眼相中了盐洲岛
被山海包围的原生态环境，立马
租下一个民居，逐步改建为小白
屋营地。营地帐篷区最多可以容
纳 30 个营位，其中一半可以“拎

包入住”，另一半则为自带帐篷的
营友准备。“如果来的客人不习惯
睡帐篷，我们还有两间民宿房。”
小云说。

小云注重营地的“小而美”，
朱显的露营项目则更具商业性和
规模化特点。

在与家人自驾露营的过程
中，朱显按照社交平台上的热门
推荐，一路购置了露营装备，大到
帐篷、睡袋，小到驱蚊水、压缩毛
巾，粗略数数，竟有近百种。一长
串的露营装备清单让朱显看到了
这个产业的潜力。

“为体验一次露营，会有多少
人愿意购置这么多装备？如果降
低门槛，提前配齐了这些装备，让

‘拎包入住’成为可能，又有多少
人愿意来尝试？”朱显说。

2020 年 9 月，朱显和朋友一
起创建了露营品牌“大热荒野”，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在三亚、
惠州、珠海、武汉、北京等城市开
辟了14个露营地，主要面向第一
次尝试露营的客人。

“大热荒野”主要吸引了两类
客人：带娃家长，以及喜欢在社交
平台上分享信息的年轻人。尽管
客群有差异，但客人对舒适、便利
的需求却是相同的。

“我们采用与酒店、景区、私
人业主分利的模式，相对来说，投
入比较少，成本主要体现在露营
装备和人员薪酬上，同时客人也
可以享受到比较成熟的水电网
络、配套设施和安保系统，既可以
体验户外生活，又不用忍受太多
户外带来的不便。”朱显说。

“拎包入住”的创业灵感

▲网络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