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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洗车，车主为何乐意掏两次钱
从创业到公益：“兄弟连”的校园洗车店点燃孤残儿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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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皮的学生组织化身
社会公益明星， 这件听起
来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
事， 却真实地发生在了湖
南信息学院“兄弟连”的身
上。

从“全国优秀社团”到
“校园洗车店”再到“校园洗
车公益服务”……近日，“兄
弟连” 用他们的爱心和努
力将一份沉甸甸的“特别
礼物”———装满各种各样
学习用品、价值2万余元的
爱心“大礼包”，成功送到
常德澧县励志家园福利院
小朋友的手中。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陈江鹭

通讯员 杨浩 谭迎亚

正当校园洗车美容服务
做得风生水起的时候，洗车店
的旁边却悄然竖起了透明的
公益箱， 车主将车洗完后，把
洗车费用直接放进公益箱。将
创业收入作为公益基金是陈
艺夫在接触到了一群特殊儿
童后萌生的想法。

去年寒假，陈艺夫带队去
常德考察，在澧县儿童福利中
心励志家园，他接触到了一群
特殊儿童，孤残孩子们天真可
爱的笑脸使陈艺夫流下了眼
泪，他深深体会到这些孩子更
渴望像普通的孩子一样被人
关心和疼爱，更渴望得到社会
帮助。在陈艺夫看来，做公益，
不是为了给人看，而是要尽力
帮助命运坎坷之人，尤其是那
些需要帮助的青少年，他们应
该和同龄人一样茁壮成长。

公益洗车收费用于资助

孤残儿童的消息在校园内不
胫而走，学校的老师甚至学校
附近的居民都对此事表示强
烈的支持。 他们纷纷开车过
来，有的车主甚至将大大高出
洗车费用的钱直接捐到公益
箱，就这样，短短几个月的时
间， 积累了善款2万余元。“校
园洗车公益，不仅让老师享受
低于市场价格的洗车服务，还
能让学生多一项社会创业实
践，更能为慈善事业尽一份心
意，真是一箭三雕的美事。”陈
艺夫笑着说。

学校对学生的这项工作
也非常重视。该校党委副书记
姜佐澧表示， 学校会在场地、
设备等方面给予大力的支持，
目的是要从创新创业方面加
强学生的教育和能力培养。
“兄弟连”的公益洗车项目，将
公益意识、德育实践与创业实

践相结合，具有开拓性的示范
意义，是学校在创业教育方面
的又一创新。

据了解，“兄弟连” 早已将
公益的脚步延伸到了校门外，
成为一支服务社会的志愿者队
伍。贫困山区三下乡活动、长沙
地铁志愿服务、“爸爸去哪儿”
消防亲子嘉年华活动、“千人海
归拾起美丽湘江”大行动、青海
黄南州职业技术学校支教……
都活跃着他们忙碌的身影。作
为湖南省十佳优秀社团，全国
百佳公益社团，“兄弟连”的志
愿服务的范围和内容，已经越
来越广泛、越来越丰富。

“未来，‘兄弟连’ 将继续
活跃在各类公益活动一线，做
传播正能量的纽带。” 陈艺夫
告诉记者，除对励志家园福利
院予以爱心物资捐赠外，今后
还将派优秀学生上门支教。

“兄弟连”创建于2010年9
月，现有成员195人。据“兄弟
连”的发起者、该校武装部部
长兼团委书记陈艺夫介绍说，
“起初只是想将一些比较调皮
的学生组织起来训练，提高他
们的自律意识。没想到后面发
展得越来越好，还成为了全国
优秀社团。”“兄弟连” 的学生
在班级完成第一课堂的专业
学习， 课余时间集中居住，早
晚、双休日集中训练，实行准
军事化管理以及严格的淘汰
制度。他们不但在学校站岗执
勤，还充当校园安全的“守护
者”———在校园各处进行文明
劝导。

如何做才能既解决校内
老师洗车难、 洗车贵的问题，
又为“兄弟连”的学生寻求新

的社会实践载体呢？这个疑问
在陈艺夫的脑海里回荡。经过
了解，陈艺夫发现学校老师共
有300来台车， 并且在全国十
大创业项目中，汽车美容排名
第二，因此他就寻思着在校园
内弄个洗车美容项目，这个创
业灵感，也燃起了“兄弟连”的
创业热情，就这样，“校园洗车
店”应运而生。

一台高压水枪，外加几条大
毛巾和水桶，就是洗车店的全部
家当。打水、喷洗、擦拭等洗车流
程，三五个人轮番上阵，十余分
钟便能将一辆车“搞定”。

收费标准始终定在15元，
价格便宜，洗车方便，再加上
服务质量高，因此，“校园洗车
店”备受学校老师的青睐。“学
校里很多老师都成了我们的

顾客，老师们为了不耽误我们
上课学习，一般都提前跟我们
约好洗车时间，或者利用周末
不上课的时候洗车 ”。“兄弟
连”3班的彭泽旋告诉记者。刚
开始， 他们一天大约洗10辆
车，现在，驾轻就熟的他们每
天已经能够轻轻松松洗完二
十来辆了。

“兄弟连” 的学生对这个
项目也是格外的喜爱，并且获
益颇多。“这个项目，对于我们
大学生来说有两个好处，一是
为我们提供了实践平台，使我
们不出校门就能获得创新创
业的体验；另外一方面，也能
为我们的老师提供优质 、方
便、性价比高的服务。”该校电
子商务专业学生、“兄弟连”3
班班长张朝鹏表示。

多赢生意 洗车难催生校园创业梦想

走出校门 小社团变身社会公益明星

本报4月20日讯 近日，在邵
阳市隆回县小沙江镇的种植大棚
里，村民肖铁文正小心翼翼地收获
菌菇，他满心欢喜地说：“今年的羊
肚菌长势很好，可以丰收咯！”小沙
江镇羊肚菌人工规模化栽培示范
基地，是湖南大学与隆回县定点扶
贫项目之一， 基地2000多平方米
的种植大棚中，羊肚菌犹如雨后春
笋般冒出， 年产量预计超过1000
斤，成为全省面积最大、产量最高、
最稳定的羊肚菌栽培基地。

“菌中珍品”“难伺候”

“这羊肚菌，别看它小，可娇贵
呢！”肖铁文告诉记者：羊肚菌一年
一季，对生长环境要求极高，耐寒
不耐热，潮湿不喜雨。温度如果超
过30摄氏度，它会被晒死；下雨超
过三天， 它就会烂根， 非常难养。
“哪怕你生长环境都适宜， 也不能
保证羊肚菌能有收成。”肖铁文说。

据悉，羊肚菌“难伺候”，一般
野生生长于云贵川一带，国内人工
栽培很少，国外更是空白，但却是
极珍贵的“菌中珍品”。作为世界上
最珍贵的食用菌，其属于高级营养
滋补品，含有多种人体需要的氨基
酸，具有补肾、壮阳、补脑、提神等
功能。目前市场价一直稳定在每公
斤400—500元。

扶贫对接解难题

2008年， 隆回小沙江农民在
金银花树下发现生长此菌后，县里
有关部门支持小沙江镇肖铁文进
行接种培育和人工栽培实验研究。
为此，肖铁文开辟了不到半亩地来
种植这个他并不熟悉却异常娇贵
的小蘑菇，当时只是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种植，谁知道这一个个灰色的
小蘑菇却成为他致富增收的“新法
宝”，年产量不足100斤，却有两万
元收入。明知这是“菌元宝”，但肖
铁文却不敢扩大种植规模。“种羊
肚菌是有很大风险的！”肖铁文说，
“羊肚菌对技术、土质、气候等条件
要求苛刻， 国内人工培育少之又
少， 更别说大面积稳产人工培育
了。”

2013年7月， 隆回县与湖南大
学建立扶贫对接，商议通过发挥湖
大科研优势，把“羊肚菌人工栽培
技术研究及推广”项目作为定点扶
贫项目之一，由湖南大学组织有关
专家教授实行持续技术跟踪指导。

帮扶期间，湖南大学生物学院
先后数十次组织教师赶赴隆回进
行实地调研和技术指导，生物学院
朱咏华等教授牵头开展了“羊肚菌
人工栽培技术研究及推广”的科学
研究，捐建了菌种培养室，赠送了
恒温培养箱、超净工作台、多层培
养架等设备，帮助基地解决了菌种
培育中遇到的各种技术问题。目
前，基地的人工规模化栽培处于国
内领先水平。

产业发展大文章

接下来，该校生物学院还将把
不同栽培品种与当地的野生羊肚
菌做ITS序列分析、分子标记、有效
成分分析， 完善品种及品质鉴定，
为申请专利保护做好准备。同时帮
助筹建“羊肚菌人工栽培农业合作
社”，希望通过规范化生产，以示范
基地、合作社形式带动发展规模农
业和产业集群，辐射带动更多农民
围绕“羊肚菌”做好产业发展大文
章。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妍蓉 胡品

隆回农户种出全省最大“菌元宝”

湖南信息学院“兄弟连”的学生们在校园里进行创业实践，他们开了家校园洗车店，不但为老
师提供优质、方便、性价比高的服务，还将创业收入作为公益基金为常德澧县励志家园福利院的小
朋友送上爱心“大礼包”。 通讯员 杨浩 摄

肖铁文（左一）和生物学院教授查看羊肚菌。
记者 黄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