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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专家陈梅：

和坭兴陶结下不解之缘
本报记者 刘 成

6 月 29 日，亚太手工艺文化周在青岛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名家、陶瓷艺术专家陈梅女士作为“世界杰
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者之一，受邀出席。

“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是世界手工艺品的最高荣誉，陈
梅创作的坭兴陶作品《心连心》从参评的数百件作品中脱颖而
出，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世界杰出手工艺品徽章”。
在坭兴陶的展馆区域，陈列着陈梅的数百件精美陶器展品。这
些陶器大多以山水、花鸟、字画，以及众多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
有浓厚象征意义的图案和符号等作为表现题材，做工之细致、繁
复，构思之巧妙，令人眼前一亮。

“没有对艺术的热爱，不可能一直从事坭兴陶创作。”陈梅
说，对坭兴陶的热爱是受母亲影响，她是在母亲工作的坭兴陶厂
玩耍长大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陈梅与坭兴陶结下了不解之
缘。自2010年起，陈梅建立了自己的坭兴陶工作室，潜心创作，
她在作品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大量音乐和舞蹈元素，深入挖掘莲
花等传统文化元素内涵，并自己动手设计、改造烧制设备。

“坭兴陶是用特定陶土纯手工制作，‘窑变’更是可遇不可
求，所以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正是坭兴陶的艺术魅
力所在。”陈梅说，每一件作品都是她亲手制作，从选料、入球、修
坯、拉坯到雕刻、烧制、打磨、抛光，从陶土到成形的艺术品，一件
坭兴陶器的制作需要经过12道工序，历时超过半年，“就像亲手
养大一个孩子，在每件作品的底部，我都会标上日期，签下自己
的名字，这是对艺术的尊重，也是希望更多人能够对坭兴陶原创
设计给予尊重与保护”。

2014 年 10 月份，陈梅的作品《荷塘月色》被联合国世界手
工艺理事会授予世界艾琳·国际工艺精品奖银奖，这在业内也被
认为是目前中国工艺最高奖；2015年10月份，作品《万紫千红》
入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性超越多元国际交流活动文献
暨作品展”。

陈梅正在制作坭兴陶。 刘 成摄

“爱心奶奶”毛美滨：

免费送餐十四载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邹文斌

每天早上8点左右，在江西南昌市20路公交车始发站司机
休息室，总有一位老人拎着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茶叶蛋、拌
粉等分装好的早点，给每个来往的早班公交司机送上一份早餐。

14年来，20路公交司机换了一批又一批，老人的爱心早餐
却从没间断过。无论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寒，老人风雨无阻，
坚持免费给20路公交司机送爱心早餐，累计达5万余份。这位
老人就是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爱心奶奶”的毛美滨。

老人的爱心举动，还得从 2004年说起。那一年，南昌市青
云谱区岱山街道开通了20路公交车，这让每天接送小孙女上下
学的毛美滨老人喜不自禁。一天，她坐在20路公交调度室与司
机们聊天，一位司机无意中说起：“一大早上班，早饭都顾不上
吃。”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美滨老人进一步了解到，由于职业习
惯，不少早班司机患有胃病。第二天早晨，她坐公交时，手上就
多了一个大袋子，里面装满了分装好的早点，是专门为 20路早
班司机准备的。“你们太辛苦了，早餐不吃，很容易得胃病，以后
我给你们送早餐来！”毛美滨笑着对司机们说。

只因公交司机无意说的一句话，毛美滨老人便开始了每天
给公交司机送早餐。这一送，就是 14 年！“泳忠，拿着，别饿着
了。”在20路公交车站台旁，毛美滨老人给司机杨泳忠递上一盒
拌粉，让他趁着还没发车赶紧吃。老人同时又把一份热汤递到
司机小秦手上。凉粉、蛋糕、拌面、绿豆汤……20路公交车司机
总能收到毛美滨送来的花样早餐。

为让司机们按时吃上早餐，毛美滨每天早上 5点就起来做
早餐，有时忙不过来就买一点。老人是江西银行学校的退休教
师，退休工资不算高，但她每月都会拿出一部分用于为 20路公
交司机送早餐。14年下来，已累计花费18万余元。

本版编辑 许跃芝 梁剑箫

毛美滨老人在20路公交始发站为司机送上早餐。刘 兴摄

匈牙利留学生乐文特：

复旦成就我的事业
本报记者 李治国

7月 3日中午，乐文特携怀有小
宝宝的青岛妻子再次回到复旦大
学，共进学校食堂的简餐。“这就
是家的味道。”乐文特向周围人炫
耀，“瞧，我戴的还是刻着复旦二
字的毕业生之星纪念戒指呢。”

乐文特的中文造诣颇深，能够
非常自如地用中文与记者交流。交
谈中，记者了解到，乐文特来自匈
牙利，曾于 2007 年至 2008 年在复
旦大学进修汉语，2008 年至 2015
年在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旅游管理专
业先后攻读本科和硕士。他曾先后

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以及上海市外
国留学生政府奖学金，2012 年本科
毕业时还被评为“毕业生之星”。
2017 年 11 月份，乐文特被选为复
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毕业后，乐
文特曾任匈牙利驻沪总领事，现任
匈牙利国家银行教育司司长。

2005 年，乐文特获得一项出国
交流奖学金，作为交换生来到南京
金陵中学。“我的两位哥哥都选择
去南美洲学语言，但我喜欢看中国
的电影和动画片，对东方很向往，
所以我决定来中国。”乐文特回忆
道。在南京交流的经历让乐文特深
深爱上了中国。13 年过去，他仍和
当年在南京寄宿的家庭保持着联
系，把寄宿家庭女主人叫作“南京
妈妈”。

交流结束回到匈牙利时，乐文特
打定了来中国读大学的主意。2008
年，在复旦大学进修一年中文后，乐
文特从 800 多名外籍考生中脱颖而
出，成为当年复旦大学招收的唯一匈
牙利留学生。乐文特说：“就像中国

人常说的天时、地利、人和，复旦成就
了我的事业，也成就了我圆满的家
庭。”在乐文特的努力下，匈牙利旅游
资源日益为中国公众所熟知，一批批
顶尖的中国学者也在近两年走进匈
牙利大学课堂举办讲座。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上午，复旦
大学校长许宁生会见了当时的匈牙
利驻沪总领事乐文特。会面中，许
宁生鼓励他发挥自己的专业与特
长，继续为中匈两国的文化交流与
合作作贡献。乐文特对记者谈起他
目前正在推进的工作，匈牙利是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他希望能依
托母校的学科优势，推进匈牙利金
融界与复旦欧洲中心的合作。

在乐文特协调下，匈牙利国家银
行与复旦大学于 2017 年 5 月份成功
合作了由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的上
海论坛 2017 行长特别圆桌，行长马
托奇先生代表匈牙利央行与复旦大
学签署了合作备忘录。2017 年 6 月
份，乐文特就任匈牙利国家银行教育
司司长。同年 8 月份，匈牙利国家银

行邀请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前往
匈牙利，乐文特主要参与了复旦代表
团的接待工作。会面期间，匈牙利国
家银行行长表示，匈牙利作为中国在
欧洲“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桥头堡，
在推动匈牙利及其他东欧国家精英
人士更好地了解中国、学习中国经验
等方面责任重大。匈牙利国家银行
愿意提供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的一
座城堡作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在匈
牙利的教学点，为教学提供支持。

去年 11 月 28 日，中匈两国政府
签署了政治、经贸、金融、人文等领域
11 个双边合作文件。复旦大学许宁
生校长与匈牙利大学校长当场签署
了合作意向书。当大家称赞乐文特
是促成这件事的大功臣时，他却说：

“我是复旦人，能为母校做一点事是
我的荣幸！”

谈及未来，乐文特表示：“我现在
正在考察北京、上海、广州等很多城
市的高校和智库，很多合作项目就是
在交流中碰撞出来的，我也相信，我
们合作的道路会越走越宽广。”

水滴筹、水滴互助公司CEO沈鹏：

用互联网帮更多老百姓看得起病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徐 胥

一件白 T 恤，一条牛仔裤，他的
身形看上去有点单薄。

初见水滴公司创始人兼 CEO 沈
鹏让人有些惊讶，一个斯斯文文的大
男生，竟然蕴藏着如此巨大能量，带
领刚刚成立两年的水滴筹已迅速成
长为一匹行业黑马，帮助 60 多万需
要救助的人改变命运，而且这一数字
还将随着业务扩张而增长。

难忘初心

2010年1月份，即将从中央财经
大学毕业的沈鹏加入到王兴的创业
团队，成为美团第 10号员工，经历过
千团大战。2013 年底美团创立美团
外卖，沈鹏担任第一任项目负责人，
曾带领美团外卖从零做到市场份额
第一。

2016 年 4 月份，美团风头正劲，
沈鹏却选择了离职，创立“北京纵情
向前科技有限公司”，也就是今天的
水滴公司。为什么要重新创业？又
为何选择这样一个互联网公益领
域？沈鹏表示，这个念头其实已经在
自己心中很多年了。

在小学五年级时，由于被高压
电电伤，沈鹏住了一年的医院。期
间病房里来来去去各种各样的人，
有人为了治病拿出毕生积蓄，也有
人病重却治疗不起，这些都给小小
的沈鹏极大触动，也在他心中埋下
了一颗让更多人能够享受医疗救助
的种子。

在美团工作期间，沈鹏经常萌发
创业的念头，因为身边很多都是整日
奔波的年轻人，偶尔会有同事或者亲
人身患重疾但短期内没有充足的资
金去医治，凡是涉及沈鹏管理范围的
相关同事，他都会帮着张罗筹钱，但
当时的筹款方式效率都不高，甚至筹
不齐所需的医疗费用。

2016 年初，国家出台了鼓励发
展互联网医疗相关政策，同时社交媒
体的兴起也将互联网公益带进了大
众的视野。此时的沈鹏彻底坐不住
了，他觉得是时候该做自己一直想做
的事情了。

2016年4月份，沈鹏和创业伙伴
正式开始筹备水滴互助社群，开通网
站和微信公众号“水滴互助”。水滴
互助社群是基于场景化大数据和区
块链技术打造的用于解决大众面对
重大疾病医疗资金问题的网络互助
社群。用户加入水滴互助后，在突发
相关重大疾病时能够获得救急资金，
保证治疗的及时和充分，靠互助的力
量渡过难关。

同年 7 月份，沈鹏创业团队又
上线了水滴筹业务，主要是为经济
困难的大病患者提供免费个人求助
信息发布平台及筹款工具。截至今
年 6 月份，水滴筹已经为 63 万多人
筹集到 70多亿元治疗费用。

或许是因为他的好人缘，也许
是被他执着的善心打动，水滴公司
天使轮融资就拿到了 5000 万元，
此后的 A 轮融资拿到了 1.6 亿元。
而且，马化腾、李开复、徐小平、
王兴等行业前辈都自愿为他站台，
帮他扩大影响。公司实现了快速
发展。

创新经营

截至目前，水滴公司已经形成了
水滴筹、水滴互助、水滴保等主要业
务板块，累计保障近5000万人。

虽然用户规模巨大，但水滴筹一
直坚持一条原则，那就是坚决不向筹
款者收手续费，而且是从创立之初就
没有收取过任何手续费。

在行业内，很多平台都会收取
不同比例的费用。“对这种救命钱再
收手续费有点于心不忍，我是觉得
只要有了用户规模，再通过其他渠
道获得利润也是可行的。”沈鹏说，
如今社会医疗水平在不断提高，很
多以前没办法治的病，现在都可以
治了。“但问题是一部分百姓没有足
够的钱来治病，所以我们希望在社
保、商业保险之外，能够为老百姓再
提供一种新的资金解决方案，多维
度发力共同帮助病患看得起病，看
得好病，这才是公益的方向。”

事实上，由于水滴筹的资金是走
微信支付等支付通道，每一笔筹款水
滴公司都要为筹款者垫付千分之六
的通道费，仅这笔资金目前每个月就
需要垫付600多万元。同时，水滴互
助也基本属于公益性质。也就是说，
水滴筹和水滴互助这两大业务都不
创造利润。

沈鹏介绍，让水滴公司能够“自
我造血”的是水滴保。水滴保是公司
倾力打造的互联网保险优选平台，通
过与保险公司深度合作，为用户精选
和定制高性价比、高保障、高实用性
的保险保障产品，从而变现。

因此，水滴公司先以水滴筹、水
滴互助两大场景切入，结合互联网大
数据等技术，通过与保险公司深度合
作，把经过优选和定制的保险产品精
准推荐给用户，三块业务相互补充、
导流和转化，形成一个完整的商业闭
环。类似于美团的钉耙战略，凭借用
户的高黏性，水滴公司可以借助保险
经纪业务实现成本覆盖和后续营利，
实现三赢。

借助模式优势和明星产品，目前
水滴保的单日年化保费突破了 1 亿
元大关，已经成为众安保险等保险公
司健康险的第一分销平台。

“公益筹款是一个很好的商业场
景，如向刚为白血病患者捐助的年轻
人推荐一个抗癌或者白血病的保险，
这个转化率也很高。”沈鹏说，目前这
部分业务已经占到盈收的三分之二。

严把风控

对于网络筹款救助这种新生事
物，社会大众还存在着很多的不理
解，一般人质疑最多的就是“骗捐”。
不让爱心钱变糟心事，做好风险控制
至关重要，这也是公司构建信任的
基石。

沈鹏对此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
“虽然根据目前的相关规定，个人求
助的真实性由信息发布个人负责，但
现实情况下，无论是从公众角度还是
平台自身角度，为了社会和谐发展，
平台都必须要做好风控，保障信息真
实性”。

在服务 63 万多名大病患者过程
中，水滴公司搭建了超过300人的专
业风控团队，在筹款项目发起、传播
及提现的环节中，通过初审、复审、第
三方审核等多种手段来对用户提交
的求助信息、身份信息、诊断信息、家
庭信息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实行持续
动态审核。

作为一个网络救助平台，水滴
公司非常重视社交网络的作用，很
善于“发动群众”。平台的举报监督
通道从筹款开始一直开放，通过认
证机制、举报机制以及筹款评论转
发等信息，就会产生很多内容信
息，公司则监控这些舆情，从中及
时发现问题。其中，举报机制实际
上就是发挥筹款人身边的一度人
脉、二度人脉作用，这些人往往也
是最了解情况的人，能够提供很强
大的风控助力。

若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这笔
钱都会回到捐赠者的账户中。沈鹏

向记者展示了自己的救助记录，其中
就有一些未达成的救助，相关资金全
部退回到账户上。

“风控是一个非常严谨和系统
化的部分，只有把每个环节都做
好，才能保证尽量不出问题。”沈
鹏说。

纵情向前

创业至今，虽然感到不是一般地
累，也觉得愧对家人，但沈鹏从不后
悔投身互联网保险与互联网公益这
件事。

能够有这么多人参与到水滴筹
之中，始终强调“顺势而为”的沈
鹏认为，主要是做对了两件事。首
先是公司创立之时就明确了“保障
亿万家庭”的使命，一直以来也在
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其次是认清了
互联网公益的本质是经营信任。在
沈鹏看来，做互联网公益，根本在
于赢得大众的信任。现在，移动互
联网消费者的群体以年轻人为主，
相较以往更加理性。只有在日常生
活的点点滴滴中，把平台的透明
度、用户的参与感做起来，才能使
用户认为靠谱，愿意参与进来。沈
鹏最看重的依然是口碑。

2017 年 7 月份，因为致力于为
中国老百姓提供高效医疗资金解决
方案这一情怀，沈鹏入选“福布斯
亚洲 30位 30岁以下精英榜”。

然而，沈鹏在说起入选精英榜时
则显得非常平静淡然，因为他真正感
兴趣的是脚踏实地做点实事，为社会
贡献点力量，推动社会进步。沈鹏告
诉记者，不久前他参加的青藤大学未
来科技班组织赴哈佛大学参观研学，
发现海外很多知名创业企业的初衷
也多是切实解决社会问题，改善人类
社会这些比较“务虚”的使命，这让他
对当前的选择更加有信心。

既往不恋，纵情向前，这是沈
鹏非常喜欢的一句话。刚过而立之
年的他，也正向着新的目标继续
奔跑。

上图 沈鹏（前）参加混沌大学创业营组织的“2018混

沌创业营戈壁毅行”活动，正在徒步穿越戈壁滩。

右图 沈鹏在第二届中国金融科技大会上发言，分享

创业经验。 （资料图片）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 2 号 读者服务：13911270606（同微信号） 查号台：58392088 邮编：100054 传真：58392840 零售每份：1.00 元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 20170090 号 广告部：58392178 出版管理部：58393115 昨日（北京）开印时间：3∶00 印完时间：4∶25 本报印刷厂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