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纸路彝行”项目中期报告 

2012 年 9月 7 日 11时 19分，云南省昭通市彝良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

度 14公里；12时 16分，彝良县又发生 5.6 级地震，死亡的人数 80 人，10月 4

日，彝良发生“10·4 滑坡灾害”塌方量达 1 万立方米以上,18 名学生被埋，1

户 1 人被掩埋。从那时起,一群灾区走出来的在校大学生开始组织的反哺家乡的

活动——“纸路彝行”，他们想用自身的经历或实际行动为向灾区的同学传递知

识改变命运的正能量，让灾区的孩子放飞梦想的翅膀，改变自己的命运。 

“纸路彝行”正如它的名字所诠释的内容一样，用长期的书信加上短期的支

教实践的方式来为彝良县民族中学的学生带去来自北京大学学生的问候，用书信

的方式为他们提供一个倾述内心情感的机会。助力当地灾后心理重建工作，以及

教育文化事业发展，并希望传递正能量去感染更多的人。活动希望借助与志愿者

交流的机会，使灾区孩子感受到社会各界的关爱，早日从受灾的阴霾中走出，同

时借助优秀大学生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学习经验，增强当地学生的自信心，树立赶

超目标，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并进行适当学习方法的指导交流。书信的也是一

次新的探索,希望能够进行一对一的帮助，能真正起到“帮助一个，有效一个；

有效一个，影响一群”的效果。 

“纸路彝行”选拔了彝良民族中学的 100名同学，他们不仅在地震中受到一

定的影响，而且很多来自少数民族、贫困家庭，这些都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造成

了一定影响；书信的另一方，是来自北京大学志愿者，其中包括当地考入北京大

学的学生、受爱心妈妈资助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以及北京大学充满爱心的同学

们，这是一个传递爱心、彰显社会责任的活动。这群大学生也用他们一封封书信

向我们表明做公益、赈灾不一定要捐款捐物，只要有爱心，书信这种朴实无华的

方法就能洞穿心灵最深处。用书信传递爱心的方式给予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抚

慰，用这种方式救灾，也彰显了更多的理性与持久性。而崇世爱心基金的资金支

持在这里面的作用不再是简单的给予，而变成对善举的支持、变成了传递爱心

的一个助推器。 

“纸路彝行”从去年开始筹备，真实实施是在今年的 4月份。在筹备过程中

得到了黄崇美女士的悉心指导，就活动方案黄女士、袁虹女士、颜妏如女士、李

孟玲女士、曹圣和先生以及任伟先生先后多次与活动负责学生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才最终形成现在的活动方案。而且崇世爱心基金也为本次活动提供了全部的

资金支持，对他们以及其他好心人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活动于四月初完成了志愿者的招募。在志愿者的招募和培训过程中得到了北

医青年志愿者协会以及北京大学医学部官锐园老师、中科院心研所唐山老师的大

力帮助，真心的感激他们。下面是志愿者招募时的海报。 



 
另一方面，也要感谢彝良民族中学的老师和同学的支持，参加的学生不以成

绩优劣，而是依据困难程度，给予真正困难的人以真正的帮助。下面是部分对象

的情况。





 
 

4 月 18 日邀请北京大学医学部心理咨询室的官锐园老师对北京大学医学部

的志愿者进行了培训，官老师就书信中北大的同学应该以一个怎样的身份与灾区

的同学交流，从心理学知识方面做了详细的介绍。官老师告诉志愿者书信作为一

种社会支持，需要的是长期持久，而参与书信，不应该把灾区的同学看成就是需

要帮助的人，应该是一个相互帮助、共同学习者。 



 

 

4月 21日，邀请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驻彝良心理援助工作站前负责人唐

山老师对本部的同学进行了书信前注意事项的辅导，唐老师结合他在彝良的见闻

告诉大家应该相互尊重，唐老师还分享了自己多年从事公益的经历。

 
 

5月 3日，第一封信寄出 



 

（长了翅膀的天使） 

5月 17 日，收到第一封回信。（期间的曲折故事详见“纸路彝行”人人公共主页）  

 

5月 24 日，第二封书信寄出。 

 

（爱心的包裹，寄信的同学手机像素不给力呀） 



 

6月 9日，在袁虹女士和北京大学医学部柳絮老师的主持下，完成了对 20

名暑期志愿者的选拔。袁女士和柳老师认真询问了每个同学在书信过程中的收获

以及对我们活动建议。经过两位老师的综合考查，最终我们从 25 名志愿者中选

拔了 20 名志愿者参与我们的暑期与书信对象的当面交流。

 

图为面试场景 

6月 9日，收到第二封回信。 

 

书信过程中的感动（详见人人主页，此处仅摘录部分）： 

（一）回信里面夹了东西 

“这次收到一封鼓鼓囊囊的信，心里分外感动。 

孩子给我写了七张纸的信，字迹工工整整地，标了页码，随信还有很多可爱

的星星和小卡片，都是她自己做的。她说本以为这次活动没有她的名额，所以当

时听到自己的名字时真的太兴奋了。她说我写的话让她觉得很贴心，我们很趣味

相投。她喊我时总是一口一个姐姐，自称是妹妹。她说对我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好想好想把一切不愉快都向我倾吐…… 

纸路计划真的带给我很多感动。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志愿者的话 

 



 
 

（二）吴同学收到为专门她做的礼物 

我们吴同学收到的回信中的礼物：“与我配对的孩子送了我一条手链 ，好感动。” 

 

 

(三)分享书信感动之一 

“信任最珍贵，听她们说小秘密和心里话，还有偶尔的“吐槽”，就好像在

与认识了很久的老朋友谈心。也许这样的孩子在那里有很多，有幸遇到明理的父

母真的不容易，希望她能把握机会，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状况，勇敢坚强。” 



——志愿者的话 

 

 

（四）分享书信的感动之二 

“其实我们并非偶像，只是朋友。不想成为他们眼中的完人，我们也有缺点，

他们也有特长，在回信中，看到她们更加自信，学会欣赏自己，哪怕这种改变只

有一点点，成就感也会涌上心头。” 

——志愿者的话 

透过下面两封信，我们也似乎看到了彝良孩子的改变，变得会自己去思考。

也许我们给他们写信本来就该这样，不是给他们一个上北大梦，二是帮他们去发

现去追逐自己的梦。 

 



 

 

我们的志愿者在书信过程中也付出了很多，才会可能得到这样的回报和信

任。我们现在所获得的材料也都是来自回信。而我们志愿者书信中带过去的礼物

或者感动，将会是书信双方共同的小秘密，我们没法得知，但接下来我们即将到

当地去，与书信对象见面，去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支教。虽然一个星期很短，当

足够兑现志愿者们在书信会去看他们的诺言；一个星期的交流也能让双方的关系

更加密切，感情更加深厚，相信我们双方都会有更多的收获与感动。 

其实这个活动中最该感谢的是北京大学的书信志愿者们，他们不管自己的学

业有多么的繁忙，都愿意花时间给那些予素不相识的书信对象来自亲哥哥亲姐姐

们的关怀和帮助，帮他们早日走出受灾的阴影，树立信心，坦然踏上漫漫求学之

路。因为名额有限，有很多志愿者最终都不能兑现和灾区书信学生见上一面的承

诺，没能够去见上他们那些未曾谋面的弟弟妹妹，然而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把书

信继续下去的信念。对于他们的付出和爱心，是不是值得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