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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从青海西宁到北京的机票，是青
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杂多县第一民族中学
初三（1）班、初三（2）班同学给老师付成龙
最后的送别。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这位来自河北唐
山的年轻教师，敬业得有些执拗，哪怕面对
最后夺走他生命的肺衰竭，他都选择背着
氧气袋，继续站在讲台上，直到拼尽最后一
丝力气。

2016 年 6 月 7 日，把青春和生命献给
青藏高原教育事业的付成龙，终于回到了
他出生的地方，回到故乡的高山之上，将心
中对藏区的那份热爱和眷恋，永远地留在
了高原⋯⋯

重疾缠身，不下三尺讲台

付成龙是河北省遵化市人，1983 年出
生于遵化市革命老区——铁厂镇铁厂村。
2005 年，付成龙考入青海民族大学英语
系。2009 年大学毕业后，他毅然选择留在
高原，成为杂多县第一民族中学的英语教
师和班主任。

去年 12 月 13 日，付成龙感觉身体乏
力，呼吸不畅。当天 20 时 18 分，他在朋友

圈发了一条微信：“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各
种难受。”付成龙的中学同学李立新劝他：

“请几天假歇歇吧！”他回复道：“本月底就
放假了，再坚持坚持！”

终于熬到了放寒假的日子，付成龙回
到遵化老家过年。休息几天后，他肺部的
不适得到一丝缓解。

2016 年 2 月 28 日，是杂多县第一民族
中学开学的日子。付成龙拖着病体提前返
回学校，因为他的学生还有不到 4 个月就
要参加中考。返校后，他的病情加重了，呼
吸越来越困难。3 月初，校长和同事纷纷
劝他去医院好好看看，他才到西宁治疗。
输了一个星期液，他感觉到身体有些好转，
就马上赶回杂多。

“我问他为啥不多休息几天，他说不能
在这时候掉链子。”付成龙的同事陈富荣回
忆说。

回到学校，他还是经常感觉呼吸无力，
情况越来越糟，学生们发现他脸色发黑、呼
吸困难。平日里，他爬四层楼很轻松，这时
却要休息四五次才能爬上去。为不耽误上
课，他向同事找来一个氧气袋，到杂多县医
院灌满氧气，放在宿舍里，上完一节课就回

到宿舍吸氧。
“最严重的时候，老师背着氧气袋，一

边吸氧一边给我们上课。就是这样，他也
从来不让别的老师替他上课。有一次他上
课时昏厥了，是同学们把他背回了宿舍。”
16岁的藏族男孩旦珍旺加泣不成声。

5 月 21 日，付成龙的病情已相当严
重。两个班的孩子看到付老师实在不能坚
持了，就凑钱给他买了飞机票，和学校老师
一起把他送到西宁，坐上了飞机。第二天，
付成龙辗转回到了家，肺部的疼痛和胸闷
让他几乎无法呼吸。随后的半个月，他从
遵化市人民医院转到唐山的医院，又从唐
山转到北京地坛医院，住进了 ICU 病房。
然而，由于病情耽搁得太久，再多的努力也
没能留住他年仅 33岁的生命⋯⋯

斯人已逝，哀痛萦绕校园

“杂多不会忘记，玉树不会忘记，藏族
的孩子们更不会忘记你！”付成龙去世的消
息传到他生前工作 7 载的校园，全校师生
为之哭泣。

“老师，学生永远感激您！我们永远
爱您！”“他把最宝贵的青春，把对玉树

教育事业和对藏区孩子最真挚的热爱，
都永远留在了青藏高原⋯⋯”付成龙去
世后，他的学生纷纷在他的 QQ 空间里
动情留言。

一个名叫卓玛才仁的学生在 2014 年
11 月 22 日和 2016 年 6 月 6 日分别留言，
表达他对付成龙的感谢和缅怀：“老师，您
辛苦了，感恩您对我们做的一切。希望在
往后的日子里，您能开开心心、健健康康！
老师，我们永远爱您！”“您不在了，我崩溃
了！恩师走好⋯⋯”

“付老师善良、随和，人也勤快，老师和
学生都非常喜欢他。他课上是严师，课下
就是学生的大哥哥。”在同事们的眼里，付
成龙的走太突然，让人难以接受。

付成龙的离去，带给他的家人无尽的
悲痛。

2016 年 5 月 7 日，母亲节的前一天晚
上 21 时 57 分，付成龙在朋友圈发了一条
微信：“我已经长大，你还未老；我有能力报
答，你仍然健康；对不起，从未让你骄傲，你
却待我如宝！”而今天，母亲心中的这块宝，
却永远地离开了她的怀抱。她的儿子把最
深沉的爱与眷恋留在了藏区。

把青春和生命献给高原
——追忆感动玉树的唐山籍教师付成龙

本报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周宏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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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 前 ，“ 互 联 网 + 校 园 ”
已 经 成 为 创 业 的 热 点 之 一 。
80 后周坤鹏便是这样的一个
创 业 者 ， 他 创 办 的 59store，
历经两年多发展，已成为深受
我国大学生欢迎的校园生活服
务类 O2O 平台，业务范围覆
盖全国 200 多个城市、2500
多所高校。

从校园需求起步

还在郑州大学读本科时，
周坤鹏就通过奖学金和打工薪
酬实现了经济独立，也由此萌
生了创业的念头。

初始创业，周坤鹏就遇到
了保送读研究生还是创业的抉
择。最终，他选择到上海交通
大学读研。研究生期间，他边
完成学业，边着手创业。他和
伙伴们总结了高校学生日常的
消费习惯，罗列各个消费途径
的优缺点，进而发现了基于校
园学生生活需求的“网络超市”
这一业务模式。

于是，周坤鹏创办了“欢校
网”，为学生提供快消品 2 小时
内送达服务。在积累了一年多
运营经验的基础上，他又创办
了 59 分钟零食网“59food”，为
学生提供休闲零食 59 分钟内
送 达 服 务 。 很 快 ，升 级 版 的

“59store”在 2014 年 5 月正式
上线，并拿到了融资。

深耕需求推新品

《经济日报》记者了解到，59store 最初形态是销
售日用品的便利超市，采取全天经营的方式并辅以特
色的“夜猫店”服务。但经营一段时间后，周坤鹏发现
平台上的订单约有 60%至 70%为夜间消费，因为晚上
学校附近的便利店关门，学生们也懒于出门购买。由
此，周坤鹏果断砍掉日用品类目，专注做零食业务，并
强化了“夜猫店”的品牌。

发现了这一需求“痛点”之后，周坤鹏继续探
索。去年 8 月，他宣布 59store 完成 2 亿元的 Pre-B
轮融资，并发布了新产品“零食盒子”。他说，“夜猫
店”已经是创新，可以解决校园需求的“最后 100
米”问题，但还有提升空间。他介绍说，“零食盒
子”预先放在寝室，学生想吃的时候自己下单。零食
盒子可以授信使用，解决了最后 1 米的问题，解决了
集中人群特定的痛点需求。

在解决了“吃”的问题之后，周坤鹏他们发现校
园学生经常需要打印论文，但是校园打印店并不多，
因此如果能够让学生随时随地打印，也可以解决校园
需求的一个痛点。因此，周坤鹏在今年 3 月推出了

“59 云印店”，要打造“开在寝室里的打印店”，用户
只需通过 59 官网或 59store 的 APP 上传文档，便可
通过云端分配给本楼的店主进行打印，店主可送货到
寝室，用户也可到店主寝室自提。目前，“59 云印
店”已实现“黑白打印、单双面打印、彩色打印、照
片胶印和扫描”等一体化功能。

此外，校园学生还需要各类饮品、需要贷点零花钱
买东西等，于是，59 饮品店、59 花不完等生活、金融类
新产品逐步推出⋯⋯周坤鹏认为，只要深入了解校园
生活需求，新产品就会不断出现。

实践中选择创业人才

无 论 是“ 夜 猫 店 ”“ 打 印 店 ”，还 是“ 饮 品 店 ”，
59store的店长都由在校学生担任。

周坤鹏说，59store 按校园里的宿舍楼或楼层划
分，在每个区域选择一个在校学生作为店长，为同楼或
同层的同学提供送零食到床的服务。他说，公司对申
请成为店长的学生会进行多方面的审核，并对审核通
过的学生店长进行培训，保证他们的服务质量。

以“夜猫店”为例，周坤鹏说，在货品的供应方面，
59store 平台只选择了二三十种学生需求频率最高的
零食品类，包括方便面、火腿肠、肉松饼、小面包等让店
长销售。平台不允许店长在平台售卖自己的货品，因
为这些学生还没有保障供应链的能力；并且统一供货
也可以帮助店长调整库存，避免积压。而对于平台自
身的供应链，59store 已经和京东、一号店等达成了合
作，并在上海、杭州等地拥有自己的大型仓库。

周坤鹏说，59store 会把平台上多数利润分给学
生店长，依靠在 59store 的小店，店长们的月收入多数
在 800 元到 1200 元之间，最高可以达到六七千元。周
坤鹏说，之所以将大部分利润让出，是因为平台的最根
本目的不是通过电商盈利，而是从实践中选择具有创
业能力的人才。

对于 59store 自身的发展，周坤鹏表示，今后将继
续扩大用户规模，通过小额贷款、假期旅游等更丰富的
服务形式，在高校学生中树立品牌的影响力。

周坤鹏

：做最懂校园需求的创业者
本报记者

李治国

通讯员

张奇麟

7月 12日，祖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
岛骄阳似火。一大早，《经济日报》记者一
行从广东湛江市驱车 100多公里，来到雷
州市北和镇仙过岭保伯农场。明净的阳
光洒遍浓绿的果林，硕大的芒果挂满枝
头，一片片香蕉园、一畦畦甘蔗林一望无
际，构成一幅绿色画卷。掩映在这片绿色
海洋中的一幢简陋两层农舍,显得有几分
静寂。在这里，离休的正厅级领导干部、
85 岁的老共产党员陈光保正谱写着一曲
夕阳红。

扎根荒岭 引领百姓奔小康

“欢迎你们来看看！”一位古铜色面容
的耄耋老人端坐在轮椅上，颤巍巍地抬起
布满老茧的大手招呼大家，精神状态显得
十分好。他就是 85 岁高龄的广东省湛江
市原海康县（今雷州市）县委书记、原湛江
市政协主席陈光保。

在陈光保家的院子里，一群小鸡在空
地上啄食,不时叽叽叫着；两条黄狗蜷缩
在树荫下乘凉；芒果、香蕉已开始飘香
⋯⋯这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图
画，令不少人艳羡。

陈光保却说，“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
场景”。“这里距离雷州市区 60 多公里，过
去是荒山野岭。由于自古荒僻,蛇虫横
行,当地大人吓唬小孩子，往往说，‘不听
话,就送你去北和’。”北和镇党委书记颜
树政介绍说，1995 年，从湛江市政协主席
的岗位上离休第二年，老书记陈光保放弃
海滨都市的安逸生活，偕妻子来到北和镇
仙过岭承包了 2800亩荒山，开荒办农场。

老书记陈光保回来了，回到他出生并
长期主政的土地。1964 年，33 岁的陈光
保出任广东湛江地区海康县县长，1983
年升任海康县委书记，直到离休前两年，
还兼任书记一职。而这次，他是以一个农
民的身份回来的。

陈光保说，“这片土地留下了自己太
多的汗水与记忆。我想和农民在一起，希
望通过示范作用，带领农民改造荒山、脱
贫致富”。

万事开头难。起初几年，他认为不错
的经济作物相继遭遇自然灾害，投入的资
金多处于亏损状态。不少朋友劝他将农
场转租出去，省心省力，旱涝保收。“当初
来这里开荒种地建设农场，不是为了自己
挣钱，是为当地农民致富拓新路、作示范，
如今目标还没实现就要逃跑，哪像一个共
产党员。”陈光保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朋友
们的好意。

他重新调整生产布局，农场改种甘
蔗、辣椒等对自然灾害抗性比较强的经济
作物，终于扭亏为盈，全面扭转了农场的
经营状况。在他的带动下，周边群众也跟
着陈光保到荒郊野外开垦种地。短短几
年，大家就开垦 1 万多亩荒地，种上了甘
蔗、香蕉、芒果等经济作物。

正当陈光保为农场经营不断改善之
际，自己却陷入了人生的最大低谷：2006
年，因腰椎病手术失败，导致下肢瘫痪；
2007 年，祸不单行，陪伴陈光保近半个世

纪的老伴又先他而去。
面对接连的打击，陈光保没有轻言放

弃。他作出决定：把今后农场经营的盈余
全部用于扶贫济困、奖教助学上。

奖教助学 一片丹心献桑梓

“如果没有‘保伯’的资助，我们兄弟
就上不了大学。”雷州市附城镇南田村的
王保玄、王保利兄弟流着眼泪说。与他们
兄弟相似的，还有在华南师范大学读研二
的黄仁龙三兄弟。2010 年,雷州市附城
镇麻演村黄仁龙家的三兄弟同时考上大
学，但因家里穷，只供得起一个大学生。
父亲哭得双眼红肿，狠心决定三兄弟“抓
阄”上大学。就在绝望之时,保伯送来了
希望：不仅资助现金 1 万元,还发动社会
募捐,圆了他们三兄弟的大学梦。2014
年,黄仁龙还考上了研究生。

“保伯”，这是近十几年来当地无论长
幼对陈光保的尊称。2000 年起，陈光保坚
持资助大学生：对优秀学子，他给予奖励；
对贫困学生，他解囊相助。他把自己的工
资、农场的盈余，大多数都用来奖教助学。
由此，大家都称这位老人为“保伯”。

2009 年，陈光保得知雷州市高考上
一本线的考生有 305 人，决定为这些学生
捐款 100万元。他把农场全部盈余，加上
离休费、女儿刚孝敬他的 4 万元治病钱都

拿出来，才筹集了 70 多万元。为凑足
100 万元，陈光保执意将自己在湛江市区
唯一的住房作价 26 万元卖掉。子女们舍
不得卖掉房子，但拗不过他，就瞒着他凑
齐 26 万元当做卖房款，全部用于奖励考
上大学的贫困学生。至今，陈光保还不知
真相。

陈光保并不是“大款”,离休后的他只
是一个普通“农民”,惨淡经营着一个农
场,随时可能面临因灾害来袭导致的歉
收 。 2010 年 ，雷 州 有 409 人 考 上 一 本
大学。为凑齐 105 万元奖学金，他向小女
儿借款 20 万元。捐完款后,他发现农场
连买化肥的钱都没有了。

这一年，他将农场改名为“保伯重教
助学农场”,给自己定下每年捐资助学
100 万元的任务，并表示身后彻底“裸
捐”。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14 年，台
风“威马逊”使得陈光保的农场受到较大
损失。但他还是硬从农场的各项资金中
挤出了 122.2 万元，为雷州市 584 名考上
一本院校的学生“发红包”。而 2015 年的

“彩虹”台风让陈光保的农场损失格外惨
重，由于实在拿不出钱资助学子们，陈光
保一直心存愧疚。见到记者时，他说，“今
年农场的经营形势不错，到时一定要好好
奖励考得好的同学们”。

十多年来，陈光保累计捐出1162万元
用于奖教助学，惠及学生 6000多名。陈光

保关心教育、情系学子的善举在当地产生
了示范效应，带动了一批当地企业家捐助
大学生，掀起了雷州大地重教助学热潮。

陈光保对群众倾囊相助、一掷万金,
对自己和家里人却“一毛不拔”。走进保
伯农场,满眼简陋、清贫。陈光保每天看
报写作的书桌,还是从外面捡回的废旧
品；吃饭坐的，都是高脚塑料凳，十几块钱
一个。

严明家规 高风亮节励后人

“做陈光保的家属子女,不能占便
宜。”陈光保执行起“三不”家规,毫不
含糊。

卸任 20 多年，陈光保的名字至今仍
在雷州大地传颂，他的家规家事仍在百姓
间流传。几十年来，陈光保严守家规，执
著地实践着党的宗旨，坚守着一位党的领
导干部的本色。

早在任海康县县长时，陈光保就在家
里宣布了几条家规：“不准收礼，不准走

‘后门’，不准搞‘夫荣妻（子）贵’。”每年春
节，他都要在自家门口贴上一副对联：“送
礼可耻，受礼有罪”，横批“端正党风”，来
送礼的人一到家门口，都望而却步。

陈光保公私分明,从不利用手中权力
为亲人谋私利，更不允许子女在“大树”下
乘凉。

1974 年，大女儿陈忠于“上山下乡”
到了龙门林场。1979 年，同批下乡的 14
位知青只有她还未回城。陈忠于也很想回
城，趁回家探亲时请求父亲帮忙，被陈光
保一口拒绝。女儿归队时，他却悄悄地在
她挎包里塞上了粮票和 10 多元零用钱，
还有几本用于复习的中学课本，内夹一段
赠言：“孩子，路在你的脚下。”后来，陈忠
于发奋苦读，考上大学，才离开了林场。

陈光保从政 40 多年，常常这样告诫
家属子女：拿了别人的针，就会拿别人的
金。全家一直遵守“三不家规”。他教导
子女，想发财靠自己，别指望父亲铺路。
陈光保 5 个子女上大学、找工作全凭自身
本事，个个事业有成。陈光保常对子女们
说，“你们对我最大的孝顺就是不贪不
占”，并将“不贪不占”列为新家规。

陈光保妻子去世后，一些亲友在仙过
岭看中了一块地，建议将她的骨灰入土为
安。但陈光保不同意，“倘若人死了都占
地建墓，那么今后子孙就无地可耕”。他
郑重地嘱咐子女，死后一定要把他们夫妇
的骨灰撒进南渡河，流到大海去，不占国
家一寸土地。征得子女们的同意，他已将

“不占国家一寸土地”写入家规。
受父亲影响，陈光保的子女也积极参

与奖教助学。小女儿陈席还充当助学的
“救火队长”，在陈光保资金紧张时，倾力
支持。孙子陈迪说，“爷爷留给家人的最
大财富是功德。爷爷离休前最重视教育
和农业，现在做的也是在延续他的事业”。

2010 年，陈光保正式向子女宣布了
新家规：“不留一分钱”——把财产全部捐
出去！有人笑他傻，但陈光保笑而置之。他
说，“海康历史上自唐至清出了 6 位清官，
这些先贤都没有给后代留财产,我是堂堂
共产党员,为什么要给子女留财产”？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农场将会交给
政府，继续履行它的使命。”陈光保坚定
地说。

倾囊济贫困 清正严家规
——记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广东省湛江市原政协主席陈光保

本报记者 张建军

▲ 陈光保（中）和小

学生们在一起。

（资料图片）

▲ 陈光保在自己题字的石碑

前留念。 （资料图片）
◀ 陈光保在 2011 年广东省十

大新闻人物颁奖典礼上。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