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林玉出生在连云港一个贫
穷的农民家庭，家庭本来就不富
裕，在她上初二的时候家里突如其
来一场“灾难”———母亲被查出肺
癌晚期，为了让母亲延缓生命家里
花光了所有了积蓄甚至欠下外债，
如今年迈的父亲（64岁）基本没有
了劳动能力，父女俩相依为命。

自从上了大学，她基本不花家
里的钱，所有学费与生活费除了助
学贷款、助学金的补助，她都是通
过做兼职来为自己添补生活费。除
此之外，她每年都凭借优秀的成绩
获取奖学金，另外还荣获优秀女大

学生、校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称
号。她担任班级学习委员、在学校
伯藜学社担任社长，无论就职哪个
岗位，她都尽心尽责。在担任社长
期间，学社发展得蒸蒸日上，赢得
江苏省陶欣伯基金会、学校领导们
的称赞。

自从申请了“校园纪念品”项
目以来，她带领创业团队的几位成
员整个暑假都在学校进行市场调
研、设计研发、厂商联系等工作。因
此在同学、社员甚至其他伯藜学社
负责人的眼中，她都是个正能量的
代表，引导大家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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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师范大学今年的开学季，有两件事格外引起新生的注意。

一是由4266张新生证件照组成的长40米、高4米的“江苏师范大学

欢迎您”照片墙，蔚为壮观引来很多学生驻足。第二，在迎新的各大

社团中，一支身着“火蓝色”工作服的队伍———伯藜学社脱颖而出，

学社在迎新的同时销售校园文化纪念品，不仅受到“小鲜肉”的欢

迎，更受到老师、领导的密切关注。

据悉，伯藜学社校园纪念品创业项目，不仅在我市绝无仅有，在

江苏省各高校间，也是一枝独秀。下一步他们将联合江苏省的高校

和爱心企业，为他们订制学校、企业文化纪念品，真正走入市场。另

外在各大高校间，进行相关产品的交流、收藏。

伯藜学社是一个特殊的群
体，成员皆是受到陶欣伯助学基
金会资助的家庭经济特困生，亦
称陶学子。许多成员来自单亲家
庭，有些甚至是孤儿，家庭经济条
件很差。伯藜助学金由新加坡著
名实业家陶欣伯先生于2006年
在南京设立，资助贫困有志，奖励
品学兼优，鼓励回乡创业。

江苏师范大学自2007年开
始，至今为止已有180名学子接受
伯藜助学金每年4000元的资助，
今年又将增加60名14级新生，伯

藜学社的成员将增加至240人。
今年6月份，伯藜学社创业小

组凭借校园纪念品创业项目荣获
该校“大学生创业基金会”项目，
并获得5万元的启动资金。在
2014年度项目签约资金发放仪式
上，校党委徐放鸣书记对这个项
目大加赞赏，称这是爱校意识和
创新精神的体现。并嘱咐大家要
做好这个创业项目，妥善处理以
后创业遇到的各项难题，使得这
一项目能够很好地完成，成为江
苏师范大学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这次迎新活动中，伯藜学
社也开始了针对新生以“新生入
学纪念”为主题的校园纪念品的
销售。纪念品全是由学社陶学子
自己设计、制图，最终联系厂商生
产。首批10种产品有迎新相框、马
克杯、文化衫、扇子等。开发首批
校园文化纪念品的过程中，成员
们也遇到不少的困难。

在学工处的指导和帮助下，
社长邵林玉带领创业小组成员，
暑假期间就开始加班加点地开
展产品研发等一系列的工作。
“有时候创意出不来，就会很焦
急。”邵林玉说，记得人物漫画这
个创意没有出来时，大家很焦
急，很伤心，有点知难而退。但是
灵感来的时候就是一瞬间，邵林
玉坐在回家的客车上，突然想到

“为什么不能把我们学校领导用
漫画画出来呢？”两天后回到学
校，她就开始召集团队成员开始
创作。

还有就是纪念相框，开始提
出这个想法的是指导老师闫辉，
因为他有孩子，他也代表了新生
家长的一些心理，他觉得这样一
个相框最好能突显出纪念意义。
因为现在孩子和父母交流的也不
多，上大学后与父母又要分开，双
方都有不舍，家长也对孩子给予
了希望。根据老师这个想法，研发
部在相框的设计上花费了非常多
的精力，改动至少几十次，直到让
大部分人都满意为止。还记得产
品出来时，大家都激动得说不出
话来了，只顾着笑，觉得这就是他
们的“孩子”。

两天的迎新销售中，陶学子
制作的纪念品赢得好评。

新生下车后，首先就是跑到
照片墙前面努力寻找自己的照
片，找到后就兴高采烈地与家人
站在照片墙前合影留念，工作人
员将新生合影的照片贴到纪念相
框上，相框的左边预留着新生或
者家长写祝福语的地方，祝福语
的上方印有“江苏师范大学”和
学校富有代表性的建筑物 “钟
楼”。照片贴好，祝福语写好后的
入学纪念相框则是一份充满爱意
的入学纪念品。

不但入学纪念相框深受家长
和学生的喜爱，15元一把的扇子
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古香古色
的扇子正面是师大的手绘地图，
背面是学生自创的诗歌，简单明
了的几句诗歌精确地涵盖了师大
校园的美景和特色。有的家长买
了好几把扇子，说是回家送给亲
戚朋友的，非常有纪念价值。
“入学纪念相框是我上大学

的第一份礼物，入学纪念相框里

爸妈写给我的祝福语将会温暖我
大学四年的生活。”大一新生王
菲菲说。大一新生牛亚洁的家长
说，“入学纪念相框是很有创意
的，学校真是为新生想得太周到
了，家长把对孩子的殷殷嘱托写
到相框的祝福语里，给了我们一
次表达爱意的机会。以后每当我
们看到这个相框，看着照片上刚
上大一的女儿和我们，看着我们
写给女儿的祝福语，这些都会唤
起非常珍贵的回忆。”

两天中，学社共卖出扇子
百余把，马克杯20多个，迎新相
框50多个。销售开门见红，也让
成员们为之振奋，这意味着学社自
我造血功能的开创，有了利润，就
可以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学社指导老师闫辉主任表
示，校园纪念品项目既能锻炼和
提升一批陶学子的实践能力，又
能拓展社团活动经费。另外，学社
还可以通过经营收入，进一步资
助陶学子乃至其他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实现爱心的传承。

邵林玉：同学眼中的正能量

吴巧艳：荣获2014“伯藜之星”

记者：通过这次创业，你们有
什么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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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赚取的利润如何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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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下步将如何进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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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巧艳出生在睢宁贫穷的农
民家庭，生身父母重男轻女，吴巧
艳作为家里第二个女儿，不被父母
接受。为了减轻抚养子女的压力，
以便再生养男孩子，生身父母将她
卖给了养父。

从小就知道自己身世的巧艳，
“一定要让他们后悔抛弃了我”是
她童年时代里最强烈的念头。一开
始想要上学，也是被这个念头所鼓
动。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巧艳明
白了养父的感情，读书的动力也从
“证明自己”变成了“让家人过得
更好”。

初高中时代的吴巧艳显得非
常成熟，一方面努力学习，一方面
又像女主人一样照顾着家庭。进
入大学，也打开了一个新奇世界
的大门，她参加很多活动和社会

实践。别人觉得她的日程排得太
紧太繁忙了，她却恨不得有更多
的时间来做更多的事。她在用实
际行动向曾经贫穷闭塞的生活告
别，奔向幸福的明天，承担起家庭
的责任。

曾获得校“优秀学生干部”、
“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 等称
号；在大学两年的学习中，学习刻
苦，成绩优异，获得校“专业一等奖
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春
雨奖学金”等荣誉。在生活上她尊
敬师长，团结同学，努力提升自我
素质，曾获得校级“自立自强十佳
大学生”、江苏省陶欣伯助学基金
会2014“伯藜之星”等荣誉称号。

以吴巧艳为原型的微电影《飞
来的燕子》拍摄完毕，学生们还正
在筹划同名舞台剧。

每个陶学子都是有故事的人

对话陶学子

校园文化纪念品
由江苏师范大学伯藜学社的同学研发，委托商家生产，
首批10种产品均受到好评

伯藜学社成员品学兼优

自己设计产品委托生产

迎新纪念品受师生喜爱

校领导漫画文化衫

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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