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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孤儿”和他的百位家教
三年来，聊城大学的学生义务为一名农村孩子辅导功课，风雨无阻
文/片 本报记者 陈洋洋 本报通讯员 靖心岩 王振

本报滨州3月6日讯(见习记
者 修从涛) 5日，团省委、省
青联组织省青联各界别委员赴
滨州邹平集中开展“学雷锋”志
愿服务活动。

在邹平黄山实验小学，省青
联委员为学校捐赠了1800余册学
生课外图书和教师用书，捐建了
一所“山东省青联委员爱心书屋”，
同时捐赠了助学金和一批文体用
品，为孩子们送去了社会的关爱。

随后，省青联委员一行又来
到西王村老年公寓进行慰问。山
东省立医院的专家还为公寓老
人们进行了义诊查体，文化艺术
界别的青联委员为老人表演了
精彩的文艺节目。

据悉，团省委、省青联在全
省广大青少年中集中部署开展
了多种形式的学雷锋实践活动，
大力弘扬雷锋精神，推动学雷锋
活动常态化和深入持久开展。

省青联委员

捐建爱心书屋

“张滨滨、赵鑫、董建军、
李小平、冯乐乐、许阳阳……”
在健健家的墙上，写满了大学
生的名字。爷爷王长贵说，几
乎每次来的老师，健健都会记
下名字，写到本子上或者床头
的墙上。“姑姑和叔叔让我好
好学习，不能贪玩。”看着墙上
的名字，健健不好意思地笑
笑。有的名字后面，健健还写
上了电话号码，想哪个“姑
姑”、“叔叔”了，就给他们打电
话。

在墙上，还有健健写的作
文。他在作文中写道：老师，我
想告诉您，是您，教给我知识。
老师，我太感谢您，没有您，我
可能学不到知识……健健的
爷爷说，健健每次写老师的名
字，不会写的就让老师教，三
年下来，健健写了满满一墙的
名字。

在墙上，健健还写了一
些自我鼓励的话和保证书，
大学生们告诉他，只要他好
好学习，大家就不会走，会
一直来看他。健健在墙上写
道：“保证书：今天是2011年
1 2月2 3日，我以后再也不会
不好好学习，从今以后，我
说话算话。”“保证书：我数
学考9 5分或者95分以上，我
语文考90分以上，如果考好
了老师给我礼物，如果考不
好要惩罚，我不能再爬梯子
上屋顶玩。”这是春节前健
健写给他的大学生老师的。
年后，他自己在保证书语文
那一栏里画了一个对号，还
很不好意思地在数学一栏
下面补充说：“我数学再多
考一分就成功了。”

家教老师的名字

写满了一面墙

本报青岛3月6日讯(记者 陈
之焕 实习生 邱晓宇) 海军
北海舰队某快艇支队观通团班长
高鹏9年来一直为希望工程捐款，
资助学生数十名，他的战友领导
都不知情，直到3月1日，一位退休
老将军的来信才揭开了这个老兵
不为人知的秘密。

3月1日上午，一封来自河北
的信为92151部队揭开了一个秘
密。写信的是一位年近八旬的退
休老将军，名叫赵谓忠，是原河北
省军区某部首长。他信里写道，自
己不仅是一名老战士，还是一名
希望工程的志愿者。海军北海舰
队某快艇支队观通团班长、四级
军士长高鹏从2002年起，给河北
省平山县寨北乡南段峪村的雷烨
希望小学、贵州山区希望小学捐

钱，9年来从未间断。在高鹏的影
响下，他的父母和妹妹也参与到
捐助的行列，捐款资助贫困学生。

直到这时，高鹏的领导和战
友才知道这个平时以节俭著称的
老兵一直默默做着这样的事情。3
月6日，记者在部队见到了高鹏，
当了14年兵的他特别腼腆，对于
自己做的好事，总是说没什么。

高鹏家在河北农村，父母是农
民，妻子因身体不好一直待在老
家，没有工作，家庭并不富裕。高鹏
1998年参军入伍，2002年工资仅为
470元的他就开始每年拿出1000元
捐助贫困学生，后来把年终奖励也
寄给山区的孩子，9年来总计捐款
数万元。战士小曲告诉记者，高班
长一双鞋都穿好几年，没想到原来
都把钱拿去帮助别人了。

海军老兵9年资助数十贫困生
一位退休将军的来信才揭开他的助人“秘密”

高鹏每年都能收到很多资助学生的来信。 本报记者 陈之焕 摄

父母离家8年无音讯

爷爷奶奶养大“孤儿”

刚满9岁的健健家住聊城东
昌府区柳园街道办事处马官屯
村，是聊城市一小学三年级学生，
因为家庭内部的问题，父母在他
半岁的时候离家“失踪”。虽然健
健的爷爷奶奶也多方寻找，但没
有任何音讯，至今两人也没有回
来过，健健成了一名“孤儿”，由爷
爷奶奶抚养长大。

2009年健健上小学后，爷爷一
次去学校接健健回家，无意中收到
聊城大学学生张中国和张滨滨发
的家教名片，正担心孩子学习的爷
爷喜出望外。“我们家贫困，能不能
便宜点？”健健的爷爷穿着一件破
衣服搓着双手央求说，自己和老伴
不识字，辅导不了孩子。

了解到健健的情况后，第二
天，张中国和张滨滨两人便到了
健健家里，看到健健家空荡荡的，
有的房间连门都没有，家里没有
一件像样的家具，健健的爷爷王

长贵和奶奶徐二焕多病缠身，家
里的六分地是家中主要的生活来
源。两人回校后，把健健的情况告
诉了同学们，不少大学生决定无
偿为健健做辅导，这一辅导就是
三年。

家教轮流上门

几乎每天都到

“砰砰砰……大爷，今天我来
给健健辅导功课。”几乎每天下
午，王长贵都能听到这句话，大学
生们基本上风雨无阻，只是来的
人经常变，王长贵家成了全村最
热闹的一户。有一次下暴雪，王长
贵以为大学生不来了，锁了大门
早早睡下了，没想到后来大学生
张滨滨又来了。“那天下雪，我猜
着可能没人去辅导，所以我就去
了。”聊城大学体育学院2010级的
大学生张滨滨回忆说。

健健的奶奶徐二焕说，健健
以前衣服和吃的经常都是好心邻
居给一点，自从有了这些大学生，
这三年，健健衣服、零食都不缺

了。
现在的健健性格开朗活泼，

很讨大学生们喜欢，但是三年前
的健健却很不一样，他有点怕生
人，总是低着头、不爱说话。大学
生们除了每天晚上细心辅导他作
业之外，周末还带他去大学里做
游戏，还去动物园和公园参观、野
炊，健健成了男生宿舍的常客，经
常和给他辅导的“叔叔”睡在一个
被窝。每到“六一”儿童节，健健总
能收到他们特意准备的零食、书
籍、玩具等礼物。健健逐渐变得开
朗起来，跟同学们打成了一片，学
习成绩也取得了不小进步，才上
三年级的他，家里墙上已经贴了
八张奖状。

王长贵告诉记者：“除了辅导
健健，大学生们还帮家里干农活，
收麦子、垒院墙，什么都干。大学
生们知道家里没钱给孩子交学
费，还替健健交学费。”

健健的奶奶徐二焕介绍，家
里的太阳能、锅碗瓢盆和菜、油很
多都是大学生凑钱买来的，“健健
爸妈离开的时候，我都不想活了，

现在看到家里这么多孩子，我都
不想哭了，每天就是高兴。”

家教接力不止

直到“孤儿”上大学

“我特别舍不得他们，一想到
他们将来要毕业就想哭。”健健和
爷爷奶奶与大学生们已经建立了
非常深的感情，把大学生们当成
了家里的一员。

“健健家就是我们大伙儿的
家，我们要一届届地传下去，一直
把健健辅导到上大学。”率先发起
给健健做家教的张中国担心他们
这些人毕业后，健健没人辅导，于
是大家就一起发动更多低年级的
同学加入进来。

近三年来，越来越多的同学
加入进来，至少已有百余名大学
生参与过对健健的辅导。其实，具
体有多少人，他们自己也数不清
了，没有人刻意去记录。看着健健
从一个6岁的瘦瘦的内心脆弱的
小不点儿，慢慢地长大，生活得健
康快乐，他们觉得很幸福。

大学生做家教很常见，“一帮一”和一人教多人的家教也常见，但上三年级的“孤儿”健健却已
经有了上百名大学生家教老师。他们都是聊城大学的学生，来自不同的专业和年级，从健健6岁上
学起，他们开始接力义务为健健做家教，至今已经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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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为健健辅导功课。

9岁的健健在家里的墙上写下他的大学生家教老师的名字，大学生们的名字已经写满了这面墙。 本报记者 陈洋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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