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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兰棋人生中的第一笔压岁钱，全部捐赠
给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捐款人是
他的母亲董女士。这一年是 2009年，男孩还是
襁褓中的婴儿。后来，随着男孩慢慢长大，捐款
单上的名字换成了高兰棋。

善良的发端来自于一则新闻报道。2009
年，董女士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一则消息，浙江
省内白血病患儿公益基金缩水，救助活动受
阻。“以前也看到过类似的报道，但我那个时候
才体会到这些白血病患儿和家庭究竟面临着什
么。”董女士在这一年刚刚成为母亲，她知道孩
子在家庭里有多重要，也知道白血病对于一个
家庭而言意味着什么。

白血病作为恶性疾病，治疗费用高昂，普通
家庭往往不堪重负，对于很多贫困家庭，白血病
的治疗费是“天文数字”。看到许多家庭迫于经
济压力不得不放弃治疗，董女士深受触动，她以
孩子的名义捐出了第一笔压岁钱。

高兰棋记得，小的时候被母亲牵着手走在
捐款回来的路上，曾经问过母亲一句：“为什么
要把钱捐出去？”年幼的孩子对母亲的那句话印
象很深，“如果有一天你也面临这样的处境，难
道不希望能有人来帮一把、拉一把吗？”

从 2009年开始，浙江省儿保院每年都会收
到来自高兰棋的爱心捐款，这场公益“长跑”一
跑就是14年。

“我的压岁钱去哪里了？”起初，年幼的男孩
也不理解，为什么每年他在亲戚长辈那里的“收
获”都要去交给医院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能像
别的孩子那样用压岁钱买玩具。男孩也曾为此
感到困惑和委屈，他说，这种感觉就像属于自己

的礼物没有了。
想法的转变来自一年级的一件事。高兰棋

回忆，那天去儿保院看皮肤科，坐诊的医生是皮
肤科主任，“我到现在还记得，那是一位很慈祥
的老奶奶。”

得知小孩竟然每年都捐赠压岁钱给白血病
患儿，医生惊讶极了，高兰棋现在还记得“慈祥
的奶奶”的那一句褒奖，“孩子，真棒，这是一份
非常好的事业，真希望我的孙子也能像你这样
从小做善事。”

医生奶奶不期的赞许开始让懵懂的男孩
对捐压岁钱有了新的感觉，他开始理解了这些
钱款的意义，“好像知道了自己在做一件很正
确的事。”

“房屋装修也是医学上可导致白血病的高
危因素，过量的甲醛可能会引起细胞癌变……”
小学时，高兰棋曾经亲手制作过这样一张公益
海报，善良的种子也早早在他心里生根发芽。

“我觉得帮助别人没有什么可表扬的，公益
是值得去做的事。”提到公益，这个 15岁的男孩
语气很坚定。他告诉记者：“我知道这些钱在白
血病面前也算不了什么，但是有这份钱，就多了
一点救人的希望。”

14年里，儿保院财务科接收捐款的工作人员
换了许多新面孔，高兰棋也见证了儿保院里白血
病捐助制度的改变。从前，他和母亲可以在儿保
院的名单上选择资助对象，后来，捐款去向则由
医院工作人员决定，“我觉得这样很好，有的患儿
的信息在很多医院都有，但有的患儿只在某家医
院的名单上，他们被资助人选中的概率就小了。
现在由工作人员来决定谁是最需要的，就能把钱
给到最需要的人手上。”高兰棋说。

（据《钱江晚报》张云山 关春源）

幼年时，妈妈的一句话让他坚持……

15岁杭州男孩14年捐出20万元压岁钱

陪女儿考研，自己先考取了华中师范大学音
乐学院的硕士研究生。2019年，来自湖南常德，
名叫周亚松的“妈妈学姐”曾被各大媒体争相报
道，被网友称为“最励志母亲”，引起社会广泛关
注。而今，59岁的周亚松在韩国攻读声乐博士。

8月 8日晚，湖南长沙举行的 2023年全国
跆拳道俱乐部联赛（中部）现场，记者见到了
总能带给人惊喜的周亚松，她坚持练习跆拳道

已经 20余年。
“特别开心也很意外，没想到她会上台跟我

合影，与我互动，很受鼓舞。”接受记者采访时，
周亚松还沉浸在和跆拳道奥运冠军吴静钰同台
相拥的兴奋中。

一身洁白道服，身姿轻盈，浑身上下充满
青春活力……正值全国第 15个全民健身日，59
岁的周亚松以跆拳道黑带二段和全日制博士
在读的新身份，在家乡湖南，与 6名跆拳道练习
者一起，流畅演绎跆拳道的干脆凌厉，并被偶
像——两届奥运会跆拳道金牌得主吴静钰称
为“榜样”。

出生于 1964年的周亚松，原本只有高中学
历，先后通过函授、自考，取得了大学专科、本科
文凭。2016年，女儿吴悠准备考研，已经52岁的
周亚松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提前退休，陪女儿
一同考研。女儿第一年没能顺利考上，出人意外
的是周亚松一战成“硕”，成为华中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的研究生。2017年，吴悠二战成功考上华中
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研究生，成了周亚松的“学

妹”。2019年6月，周亚松研究生毕业，在毕业典
礼上定下目标，希望能继续深造攻读博士。

从武汉回到湖南老家，周亚松开始为读博
做准备。2020年 7月，她收到了韩国秋溪艺术
大学的声乐博士录取通知书，因多种原因最后
没有入学。2022年，她又重新申请了韩国三育
大学音乐学院的声乐博士学位，收到录取通知
书后，周亚松独自踏上留学之路。

“和我一起表演的练习者最小的才 5岁，而
我 59岁了，这是一种精神传承。”周亚松坚持练
习跆拳道已经20余年，2022年取得黑带二段。

这次和年轻人同台表演跆拳道，周亚松的
飒爽身姿让在场观众惊叹。正如在学业上一路

“升级”，在跆拳道运动上，她也一直认为只要有
梦想，什么时候行动都不晚。

读声乐博士过程中，周亚松一直在思考如
何将艺术和运动相融合。“艺术和运动，本来就
是相通的！”周亚松有想法，或将在准备博士论
文时，把声乐和跆拳道结合，作为选题。

（据《三湘都市报》叶竹 彭雅清）

“今年又来啦。”七八月份天气正热，一个十四

五岁的少年刚踏进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

院办的大门，就收到了院办主任的问候。马主任一

眼就认出了这位暖心的小男孩，孩子名叫高兰棋，

今年刚满15岁。

在过去的14年里，这个小娃娃几乎每年都会

来浙江省儿保院办财务科，捐出压岁钱用于白血病

儿童的救助治疗。

多年以来，累计捐款金额已达20余万元。有

时候，这些压岁钱是用小皮筋扎起来的一捆；有时

候，过年的红包都还没拆就直接捐了过去。是什么

让一个孩子甘愿舍弃自己的零花钱投身公益呢？

这还要从2009年说起。

学做手工雕刻的高兰棋

高兰棋的部分捐款收据

52岁考研59岁读博，常德“励志母亲”周亚松被奥运冠军吴静钰称为“榜样”

“妈妈学姐”想让声乐和跆拳道融出火花

种下种子的人

在做一件正确的事

一个只想救人的孩子

周亚松（右）和年轻跆拳道练习者一同演绎跆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