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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俊豪在学生时代就开启了他的公益生涯。

2001 年他从浙江一个县城考入清华法学院。

2003 年他作为候选人参加了第十三届海淀区人大代

表选举，提出要关注大学生和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

保护。与所学专业有关，陈俊豪对公民的权利义务

及社会责任一直很关注。

2004 年底，正在参与法律援助的陈俊豪面临保

研，当时他曾萌生去公管学院读 NGO（非政府组织）

研究的想法，不过后来还是选择本院保研。学生时

代的经历，让他对社会组织和公益组织有了一定的

了解，这些都成为他日后参与公益项目管理的基础。

泉眼无声惜细流

清泉成才公益基金（以下简称清泉基金）是陈

俊豪与浙江温岭同乡企业家狄玉增（清华经管学院

EMBA 校友）共同发起设立和管理运营的。在 2011

年清泉基金正式设立之前，“清泉奖学金”作为一

个公益项目已经运营了 3 年。

2008 年汶川地震触发了国内开启“公益元年”，

陈俊豪与狄玉增先生选择了教育扶贫这个领域，开

始启动与助学相关的公益活动，项目的首批受助者

是 10 名高中贫困生。

“之所以选择高中生，一是因为九年义务教育

结束后，孩子们读高中需要较高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二是教育资源在城乡当中分配不均，对于农村地区

的孩子而言，上大学、上好大学依旧很难甚至越来

越难。”

那一年，他们开始在湖北宜昌的宜都一中试点

资助学生。首批受助学生在 2010 年高考中成绩都很

不错，“2009 年，我们开始组织夏令营。想着除了

对学生的高中学费和生活费予以资助，还帮助他们

开拓视野，希望在精神层面塑造学生们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在宜都一中的尝试鼓励了他们，慢慢地，

项目的受助者范围扩大到山西等地。

2011 年对于“清泉”是一个重要的年份，这一年，

“清泉”成为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所属的公益项

目。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是民政部直属的全国性公

募基金会。成为专项基金后，“清泉”就可以公开

募捐了。那时陈俊豪从清华硕士毕业已经 4 年了，

并在国务院国资委工作，基金由他以志愿者身份管

理和运营。

为什么基金的名字叫做“清泉成才公益基金”

本刊记者   曾卓崑

清华法学院 2001 级本科、2005 级硕士校友。清泉成才公益基金于 2011 年成立，此前从

2008 年开始以项目形式运营。陈俊豪义务担任基金执行主任十余年。基金以清澈之心，

汇聚爱心之水，灌溉培育学子成长成才为己任，故名“清泉成才公益基金”，其在全国 18

个省份开展助学项目，累计获得捐款超过 1500 万元，资助帮扶 1700 多名贫困学子。

陈俊豪

陈俊豪：公益的切入点从
亲身参与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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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简而言之，基金以清澈之心，汇聚爱心

之水，灌溉培育学子成长成才为己任。

清泉基金的理念是“学习改变命运，

知识点亮人生”，以实现教育公平、传承

社会爱心为理念与愿景。“机会的不均等，

既有自然的因素、社会发展的因素，更重

要的是人的因素。当最需要启蒙教育的时

候，农村的留守儿童只能跟随爷爷奶奶在

山脚和河边玩石子、淘沙子，当最需要掌

握语言和信息的时候，农村的小学生只能

听口音浓重的乡村教师平淡地念着课本。”

陈俊豪说。“物质的匮乏只影响眼前的生活，

但精神的匮乏却影响一辈子。人生输在了

起跑线上，因为信息的闭塞和教育的落后

而变得缺乏理想和人生目标，缺乏自信和

沟通能力是可怕的。”为此，狄玉增与陈

俊豪共同提出“学习改变命运，知识点亮

人生”。 

秉持教育扶贫的理念，主要针对中西部

偏远地区家庭贫困的优秀中学生开展长期

助学资助，帮助其摆脱困境，获得高等教育

机会，就成为清泉基金一直在做的事情。截

至 2023 年 12 月，该基金已在甘肃、云南、

贵州、湖北、山西等全国 18 个省份开展助

学项目，累计获得社会各界捐款超过 1500

万元，累计资助帮扶 1700 多名贫困学子。

用好“权利义务”的杠杆

在这么多年的公益路中，陈俊豪发现，

受经济结构和家庭结构影响，单亲、留守或

家人患病，需要帮扶的学生中这三种类型占

比很高。因为以上各种原因，很多学生在高

中的学习和生活困难，他们为了生活不得不

一边打工一边学习，学习精力、心态、目标

2011 年，狄玉增（二排左七）捐资设立清泉成才公益基金，二排右一为陈俊豪

陈俊豪（站者右二）和梅花生物公司的志愿者们在山西受助学子家合影

陈俊豪（左二）与志愿者赴学生家家访后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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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情况就会受到清泉的关注。

“我们会和学校建立长期的合作机制，帮助学习意

愿强烈，但由于现实生活困难影响学习的孩子，为

他们提供学习费用和生活费用的资助。”

“我是学法律出身，对于‘权利义务’比较敏感，

也很注重保护各方的权利、义务，所以我们从一开

始就规范地与学校和学生签订合作协议。学生们在

申请的时候，就知道自己的权利，懂得我们的资助

是用于其学习生活的正常开支，不能被挪用，让他

们有这个法律和感恩的意识。”

清泉会请受助人自己开立银行账户，所资助的

钱款直接汇到学生手中，就可以真正用于他们自己

的学习和生活。“在协议中也有关于义务的约定，

比如诚信，要求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不

能造假或提供不实数据。”

清泉很注意与学校建立长期合作机制，“一是

因为高中阶段，学生心理压力大，父母由于各种原

因可能没法关怀到位，甚或有些父母带来负面影响。

老师们与受助学子们朝夕相处，如能积极发挥疏导

作用，会帮助孩子们心理健康成长。” 

清泉基金与学校的协定中，要求学校对于受

助学生把关，比如家访、面试、审核。“为了不

增加成本，我们并不要求开证明之类的东西，而

是请学校就相关情况与我们沟通。我们比较注重

实质，不拘泥于机械的数字，比如申请表中‘家

庭收入’这项，我们一开始规定了家庭收入的上限，

后来发现这个不是重点，比如有的学生家中有病

人，可能收入 2 万但开支 4 万，这样钱对于他们

还是不够用的，类似这样的情况也是应该纳入我

们的资助范围。”

协议中也有一些类似表达感恩的机制，比如希

望被资助者将资金单纯用于学习生活支出，并对成

绩有所交代，这并非强求他们每个人都必须考上好

的大学，而是说学生在拿到奖助学金之后，学习要

努力，“在我们的帮助下，成绩至少是有所提高，

学习状态会不断改善”。

清泉十分注重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为

什么我们叫‘成才’公益基金，因为我们希望为祖

国培养人才。因此，除了引导他们学习，也注重受

助学生的社会实践，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

“社会上很多公益项目是扶弱。我们所帮助的

主要对象——高中学生，其实只是处在一个短暂的

困难时期。他们人生中这几年需要帮扶，但并非一

辈子是弱者，甚至很多学生将来是会帮助到别人

的。”陈俊豪说。

事实也正是如此，很多受到清泉资助的学生，

当他们考上大学并完成学业后，有相当多的人又“回

来”帮助新一批高中学生，在清泉基金目前的志愿

者队伍当中，受助学生占了很大一部分，既有物质

的小额捐赠，更多则是志愿者精神上的传递。

“我们有结对子的机制。比如一个学生，由长

治二中考上了大学，那么他在经验、信心上都可以

给他的学弟学妹鼓励。除了探讨学习方法，还可以

分享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作为一个学校的校友，

上下届更好沟通，这些都是天然的优势，是其他人

替代不了的。”

清泉基金还曾与清华研究生支教团其中一个支

教点青海湟中县一中合作了三年。“我们从高一开

始，组建了一个‘清华清泉成才班’，清华的支教

队员每届有两个或是三个人在这个学校，与我们一

起带这个班，第一届（研究生支教团员）带高一，

第二届带高二，第三届带高三，后来这届学生考了

两个北大、一个清华。”支教团成员可以给予当地

学生一些关怀、鼓励，以及学习方法的指导。湟中

一中历史上以前未曾有过在一届学生中三个考上清

华北大的，清泉的资助加上清华研究生支教团的支

教力量，创造了这个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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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的切入点从亲身参与开始

论到项目效果，相比很多助学机构，清泉基金

取得了比较好的资助效果。十余年来，清泉的受助

学生中超过 20 人在本科考入清华北大，还有一批

在研究生阶段考入清华北大深造。在清泉的帮助下，

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学习，“生活上不

用那么忐忑，不用害怕辍学，不用一边想着挣钱，

一边想着学习。”

项目累计资助了 1700 多个学生，其中约 1600

人参加了高考，其中又约 90% 的学生考上了大学。

作为主要的运营者，陈俊豪每年要花很多时间

来“更新”学生。这是指需要在每年 9 月开学的这

段时间到国庆后半个月，去当地学校，与学校沟通

情况，与学生面谈、家访，最后与捐款人一起商定

新一批资助学生的名单。

“在这个挑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受助学生

的品行进行考察。学生需要写申请书、填表格，我

们还有家访和面谈。虽然并不都是我们直接面谈，

有些面谈是学校老师们做的。我们用这些流程把合

适的受助者挑选出来。选择的过程，我认为也是我

们这个公益平台的价值，通过交流了解受助者陷入

困境的原因，才能更好更有针对性地帮助他们。如

果公益仅仅是捐款，捐赠者会觉得还不如我直接联

系受助者，联系好了自己把钱打过去更直接。我们

的价值在于通过流程遴选最合适的受助者，我们的

财务信息、运作过程也都是公开的，更为具体、真

实和公平。”

从 2008 年至今，陈俊豪和狄玉增坚持做清泉公

益项目已近16年。问起感受，他一以贯之的观点都是，

了解公益从切实的参与开始。“拿清泉来说，参加

我们的活动，比如一次夏令营或一次座谈，与学生

们直面接触、敞开心扉聊天，你就有了解公益的切

入点。也只有亲身参与，才明白自己坚持的意义。”

陈俊豪说，与众多募资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大

基金会相比，清泉只是“一眼小小的泉水”，但是

“以清澈之心，汇聚爱心之水，灌溉培育学子成长

成才为己任”的初衷十几年都没有改变过。公益之

路不是号召出来的，也不是几句称赞、几篇文章就

可以实现的。公益的路是万千人用自己的双手耕耘、

用自己的双脚走出来的。想要了解公益，就要切身

参与进去，从很小的事情做起。

清华人的公益，既有几十个人的基金会运营，

也有校友发起的行动。可以是学生宿舍每年组织捐

衣捐物，毕业时向图书馆捐书，也可以是校友之间

的互助帮扶，抑或几代人薪火相传、接力助学……

“不管是哪一种，选定你的方向，全身心投入，

并坚持下去。走出你的公益步伐，贡献你的公益力

量！”陈俊豪由衷地说。

在山西沁县中学座谈（右图中间为中学校长，右一为陈俊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