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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懿，1995年出生，现为山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

院大四学生。郑懿热心公益，大一建立学院雨点公益志

愿服务队，大二将其升级为雨点公益社团协会，今年年

初又上台阶，成立雨点公益社会服务中心，她成为该民

办非企业单位的法人。郑懿学以致用，将“雨点”搬出校

园，在社会上落地生根，帮助了很多残障人士。近日，在

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郑懿

凭借“雨点”获得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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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点”要做不伸手要钱的公益
她把校园社团发展成社会帮扶平台，荣获国家级比赛金奖

1金1银2铜，在近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中，山东师范大学取得的骄

人成绩。其中，金奖获得者是个21岁的大学生，名字叫郑懿，她的产品是“雨点公益社会服务中心”。和很多大学里

的大学生社团一样，“雨点”最初也只是一个校内的志愿服务队，但是如今却在社会上生根发芽，成为残障群体的

帮扶平台。很多人好奇，郑懿是怎么做到的？

郑懿打算把公益当成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记者 王鑫 摄

决赛演讲被掌声打断

“雨点之爱，汇聚成海”，这不

仅是雨点公益社会服务中心的名

称来源，更是多年来他们一直在做

的事儿。

10月18日，初见郑懿，眼前的

女孩高高瘦瘦、穿着黑白色裙子，

她刚从服务的社区赶回学校，进门

后一个劲地为晚到了几分钟道歉。

和许多风风火火的创业者不同，郑

懿看起来略显单纯。在刚刚举行的

国家级创新创业大赛中，雨点公益

荣获金奖，成为本次大赛36个金奖

项目中唯一的公益项目。

这次大赛在华中科技大学举

办，和以往的各类创业大赛一样，

项目的主流仍然是科技创新类。参

赛项目有的是做牛肉面调料包的、

每年盈利3000多万，有的团队直接

拿着制作的小卫星到了比赛场上，

还有的项目已经融资了3个亿。面

对上述那些挣到大钱的对手，“雨

点公益”的项目显得有些单薄，看

到这样的情况，比赛前，郑懿及其

团队顾不上游览武汉的风景，而是

一头扎进了宾馆进行备赛，吃饭也

只是吃袋泡面。

一开始，雨点公益并没有进入

前30名，从复活赛杀出重围后，郑

懿铆足了劲儿，为了决赛最后5分
钟的演讲，根据评委们的关注点，

重新组织语言、剪辑视频，反复演

练，她和同学们一晚上没合眼。

第二天的决赛中，郑懿先播放了

一段“雨点公益”帮助自闭症患儿的

短片，自闭症患儿有时会突然发病，

把志愿者的手给抓破；还有的患儿一

直不停地咬自己的手指，咬到鲜血淋

漓也不停，志愿者们还在坚持安抚他

们的情绪。自闭症家庭的命运和雨点

公益志愿者的奉献交织在一起，让评

委们主动鼓起了掌。

郑懿在演讲中说，“这个项目不

会因为我大学毕业而终结，因为我将

以此作为我一生的事业。”听到这样

诚恳的表达，评委们再一次被打动，

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短短的5分钟

演讲，其间3次被掌声打断，不少观众

在现场也感动地流泪。

“从2013年到2016年，我从一

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成长为一个

坚定、执着的公益人。”郑懿如此评

价雨点公益带给自己的变化。

不一样的校园社团

每年大学开学季，每个大学校

园里都有很多校园社团纳新。最

早，雨点公益也和这些社团一样，

是个校内志愿服务队。如今，拿到

金奖的“雨点”却变得和那些普通

社团不一样。

把一个学院的志愿团队，发展

为如今的社会服务中心，灵感来自

于郑懿在大二下学期上的非政府

组织课。作业要求，每个同学做一

个心目中的非政府组织策划，同学

们还停留在创意阶段时，郑懿就在

想，“我为什么不把雨点公益也注

册为服务中心呢？”说干就干，她联

系学院，得到了学院团委书记陈勇

的支持，找了老师来指导。

有了理论指导，但是注册手续

还得由郑懿一步一步跑。经过长时

间的前期准备后，从今年1月份开

始，郑懿开始正式跑手续。准备材

料、四处盖章，一环接一环地跑下

来，因为事情多，压力大，那段时

间，她大把大把地掉头发，连例假

也停了3个月。

到了5月份，终于拿到了梦寐

以求的社会服务中心证书，郑懿的

心这才放下来了。而接下来就是参

加比赛，“我已经两个假期没在家

里过了。”郑懿说，就连过年，也是

在家里只待了初一到初三这几天。

担心女儿的身体，前段时间，郑懿

的爸爸妈妈打包了4个大纸箱，拿

着水果、各种好吃的来济南看郑

懿，“我不想让他们担心，可他们

说，实在是忍不住了，说我走到哪，

他们就要跟到哪。”

说起来，郑懿之所以坚守公

益，和爸爸妈妈也有关系。

郑懿出生在烟台莱州一个普

通家庭，他的爸爸妈妈很善良，喂

养了不少流浪猫、流浪狗。在小区

的一个角落，爸爸给这些小家伙们

搭建了一处“敞篷”，成了50多只小

狗小猫的家。

其中，有只流浪猫口腔溃疡的

厉害，妈妈带它去宠物医院打针，

虽然爸爸妈妈精心照顾，可小猫最

后还是去世了。那天晚上凌晨3点
多，郑懿起来上厕所，透过自己房

间的灯光，她发现爸爸妈妈在客厅

里坐着，也没有开灯，走过去一看，

爸妈正围着那只去世的小猫，两人

没说一句话。那种沉默的力量却感

染了郑懿，这个场景郑懿一辈子都

不可能忘掉。父母的行为告诉她，

因为有爱，才会温暖。

帮助189位残疾人就业

再见郑懿，是在王官庄九区居

委会，这也是郑懿的团队现在工作

的地方。对郑懿进行了两次采访，

一次在山师长清湖校区，一次在王

官庄社区，这两个地方也正是这个

21岁女孩“两点一线”中的“两点”。

雨点公益社会服务中心现在承

接政府购买，开展困难救助、心理疏

导、行为矫正等8项社会服务。同时，

开发社会公益产业链，通过线下组织

生产手工皂和草编工艺品、线上销售

众筹为孤寡老人和残障人群提供就

业平台，已经帮助了189位残疾人就

业，带动百万元收益。

早晨7点半出门，从学校出发，

坐1个小时的公交车，郑懿来到王

官庄街道社区九区居委会里准时

上班。陪伴社区老年人，帮残疾人

在网店上卖手工艺品，一天忙碌下

来，当她再回到长清湖校区时，已

经晚上7点。

郑懿说，在社区里见到过一个

视力残疾的小姑娘，她唱歌特别好

听，是非常有天赋的孩子，可就是

因为眼睛看不见，丧失了和正常小

朋友一起学习和生活的机会。见到

这样的弱势群体，郑懿就想帮帮他

们，想出了“以残助残”和“以老扶

残”两个方法。

郑懿在公益活动中发现，其实残

疾人基本都可以生活上进行自理，不

需要他人的帮助，甚至许多肢体残疾

人，用脚吃饭比正常人都快，用脚打

游戏也打的非常好。在这时候，志愿

者的送米送面就显得很有些“多余”。

郑懿说，面对残疾人，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给予尊重。她让残疾人进行互相

帮助，你教我串珠，我教你编手工杯

垫，“以残助残”。而在社区里，还有许

多老年人闲赋在家，非常孤独，而社

工活动中，常常志愿者也会不够用，

郑懿就让老年人帮助残疾人，满足了

老年人的心理需求，也实实在在地帮

助了残疾人，“以老扶残”，一举多得。

因为长时间驻扎在社区里，在

社区孩子们眼中，“郑阿姨”的话比

家长们的还管用。郑懿在小花园里

捡到了2元钱，她心想，这对孩子们

可是“巨款”，于是拿着钱围着社区

小花园转了一圈，终于找到了失

主，嘱咐了一番。“谢谢郑阿姨！”虎

头虎脑的孩子把2元钱放入口袋，

没想到又带出来了另外5毛钱。

“钱又掉了！”郑懿和孩子一起

哈哈大笑。社区里的笑声、弱势群

体的感谢以及越来越多的认可，这

些因素鼓励着郑懿把正在做的事

儿坚持下去。

自食其力

因为管理社团会占用很多时

间，尤其是到大四的时候，会影响

找工作或者考研。一般来说，校园

社团每年的成员都会发生变化。在

雨点公益几年志愿活动的过程中，

不停地有新成员进来，但有更多的

成员离开。但是郑懿始终坚持了下

来，成为了“雨点”的一杆大旗。

之所以要坚持，一方面是因为

郑懿有公益之心，另外就是她发现

了差距。“一步步来，济南的社工项

目和其他做得好的城市相比，感觉

至少还得发展10年。”郑懿说，毕业

后，她会继续坚持做雨点公益，有

了实践经验后，她还想继续深造，

考研究生。

“我们不想做一个伸手要钱的

公益组织，我们的目的是帮助他们

捍卫自食其力的尊严。”在大学生

创新创业的决赛赛场上，郑懿说，

通过互联网，借助微店、微信公众

号等形式售卖残障人士及孤寡老

人的手工艺品，使源源不断的资金

满足他们的生活需要，所开拓的

“以残助残”、“以老扶残”的新路子

也增加了社会凝聚力。

不少评委表示，这些实践看起

来虽然还不是很成熟，但是对于一

个21岁的大学生来说，这已经非常

不容易，更重要的是能看到这个女

孩的真诚。

让郑懿高兴的是，如今“雨点

公益”获得了全国大奖，也获得了

学校和学院的帮助，吸引了更多人

的关注，评委们还主动和她联系，

愿意帮她对接平台和资源，帮助

“雨点公益”进一步成长。

有付出就会收获。这几年坚持

做公益，比同龄人经历丰富的郑懿

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想干什么，

而谈到另外一个收获时，这个21岁
的小姑娘腼腆地笑了——— 男朋友

也是做公益时认识的，她还收获了

甜蜜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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