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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在即，奔流新闻·兰州晨报阳光助学活动也接近尾声。
本次活动从今年6月启动以来，先后有百余名学子通过线上线下
提交助学申请，在众多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的大力支持下，目前
已初步确定受资助学子名单。为确保活动公平、公正、公开，奔流
新闻·兰州晨报即日起对确定受资助的阳光学子名单陆续进行公
示，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首批公示的22名阳光学子包括浙江和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
司“和诚爱心专项基金”资助的20人，以及两名个人捐助的阳光
学子，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公示结束后，将按照公示金额通过
银行卡实名打款，如公示出现异议，经调查核实将取消受助资格，
并从候选名单中选择递补。

今年是阳光助学活动开展的第16
年。16年来，奔流新闻·兰州晨报始终
坚持媒体的社会责任，在弘扬陇原学子
阳光精神的同时，多方募集资金，帮助
陇原学子实现梦想。截至目前，先后收
到来自社会各界的 2000 多万元善款，
已帮助 4000 多名学子走进大学校园，
阳光助学活动也成为陇原大地家喻户
晓的助学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和诚房地产估
价有限公司“和诚爱心专项基金”公益
项目已和兰州晨报阳光助学活动携手
前行八年。今年的阳光助学活动甫一
启动，该公司“和诚爱心专项基金”公益
项目组负责人就打来电话，询问助学活
动开展情况，并表示在连续多年通过兰
州晨报阳光助学活动资助甘肃阳光学
子的基础上，今年在武威市资助 22 名
学子。

浙江和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总
裁高志霖是甘肃天水人，2009年，他在

返乡探亲过程中，发现家乡有学子需要
帮扶。为了帮助他们完成求学梦想，便
有了助学的念头，2012 年8 月，由他发
起并与当地的教育基金会合作，正式成
立“和诚爱心”公益项目。

“从小在父母的耳濡目染中，我意
识到地区和环境的差异对同龄人命运
的影响，我希望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去帮助他们。”今年就读大二的高闻
律义无反顾地跟随父亲高志霖的脚步
加入到阳光助学活动中。这个暑假，他
和伙伴王谦石跨越2000公里从嘉兴来
到甘肃，与奔流新闻·兰州晨报助学小
组工作人员一起入乡入户走访核实，与
阳光学子面对面，为他们点亮圆梦大学
的“希望之光”。

8年来，每年都有20多名甘肃学子
受惠于浙江和诚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

“和诚爱心专项基金”，目前已助力140
多名陇原学子走进大学，累计助学金额
达到80多万元。

在一笔笔善款如暖流汇聚而来的同
时，这个暑假，我们也见证了一个个阳光
励志、温暖感动的求学故事。

从小与姐姐相依为命长大的阳光女
孩杨雪妮，为了攒学费，高考刚结束便去
县城的饭店打工……

父母意外残疾，从小就立志将来要治
病救人的苗荣利，在这个暑假，如愿以偿
收到了甘肃省中医药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父亲患病离世、与妈妈相依为命，终

于考上心仪大学的坚强男孩杨骁夏的故
事，令人动容。

在这些阳光学子的身上，让我们看到
了逆境重生、自强不息的精神，他们奋力
拼搏，努力成就最好的自己。奔流新闻·
兰州晨报也祝福每一位阳光学子，在未来
的道路上，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开启美好
人生的新篇章。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记者 纪敏 玄丝雨

携手阳光 一路前行1

阳光学子 未来可期2

获资助阳光学子名单

甘做乡村“领头雁”满目青山变“金山”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关键在干。在兰州市西固区南山的深处，有一个曾经荒凉落寞的村庄

——光月山村。然而，近年来，这个村庄却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从昔日的“失落之地”变成了今日乡
村振兴的典范，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普通的乡村领头人——徐仲江。

光月山村位于西固南山，最高点海拔
2188 米，气候干燥寒冷，黄土丘陵地貌。
前些年，村内种植的农作物品种单一，没有
水利设施，农民“靠天吃饭”，青壮年外出务
工比例超过 90%，导致土地荒芜、村居荒
废、农业断代，村庄人迹寥寥，像是失去生

机的老者。
1969年，这个乡村的改变者徐仲江出

生了。20 多岁时，他和所有年轻人一样，
走出了这个村子，白手起家，挣下了一份家
业。让人意外的是，2017 年，他选择放弃
城市的繁华和舒适，回到家乡，和大家伙儿

一起去田间地头忙活。
刚回到村子，徐仲江看到的是村庄的

萧条和村民的困苦。“我要给大家谋一条生
存的路。”他深知，要改变这一切，必须发展
产业，增加村民收入。于是，他决定投身到
乡村振兴的事业中，带领村民共同致富。

2018年8月，徐仲江当选光月山村党
支部书记。

“要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加村民收入必
须要着手解决土地荒芜的问题，成立合作
社是首要。”

成立月山富林种养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后，徐仲江开始流转农地，实施租赁帮扶，整
治山间、坡地等撂荒土地800多亩，打造千
亩采摘园，种植养护蜜桃、巴梨 5 万多株。
面对资金短缺的困难，他拿出自己的积蓄，

垫资运水浇树、养护苗木、购买农机设备。
他用自己的行动感染着村民，也让大家有了
干劲，纷纷加入到采摘园的建设中来。

为了改变缺水的现状，提升农业现代
化水平，徐仲江通过乡村振兴政策和资金
支持，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项目、灌溉泵站
以及容积共12000多立方米的三座蓄水池
等农灌设施项目，并继续流转 350 多亩土
地，引进种植法兰西等经济苗木，持之以恒
拓展采摘园项目，推动农林果产业发展。

这些设施的建成，极大地改善了农业生产
条件，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

在徐仲江的带领下，光月山村的产业
逐渐发展壮大，采摘园的收入也逐年增长，
从2020年的18.8万元增长到2022年的近
50 万元。2023 年采摘园产出的 4 万多斤
巴梨更是以“订单式”方式全部被收购，10
万多斤蜜桃销售火爆。

“眼看着村里的年轻人多了起来，这就
是希望。”徐仲江说道。

村庄从一个经济“空壳”村逐渐
变成了产业发展的示范村，宜居宜业
让农村大有可为。

徐仲江带领村“两委”班子，依托
采摘园产业优势，挖掘乡村文化优
势、生态优势，通过农文旅融合的方
式，拉长产业链，培育二产三产。整
合民居资源，延伸建设“光月山示范
现代民宿”项目，打造集采摘、观光、
休闲、度假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
体。这些举措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
神文化生活，也为村庄带来了更多的
经济收益。

村里路宽了，树成林，盖了房，生
活设施齐全……光月山村的改变是
肉眼可见的。日子好了，村里文化活
动也丰富多彩，村民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

如今的光月山村已经成了一个
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在广袤
的金城大地上，更多的“徐仲江”们正
以只争朝夕的劲头，奋战在乡村振兴
一线，带领群众一起创造更美好的生
活。

奔流新闻·兰州晨报
通讯员 董囿希 记者 玄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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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身产业发展示范村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