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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我上大学，不给家里增负担
小土屋里走出的准大学生李蕊蕊立志改善父母生活
文/本报记者 尹明亮 片/本报记者 戴伟

王嘉琪：只要我乐观，家里就有阳光

文科561分，看似不算太高的
高考成绩，但在成武县刘辛庄，已
是高分了。走在村子里，说起李蕊
蕊的高考成绩，村民们无不赞许。

家里没有睡觉的地方

一家四口人，两间低矮的小土
房，高考结束，家里甚至没有睡觉
的地方，李蕊蕊只好借住在同学家
里。李蕊蕊今年取得了561分的高
考成绩。

蕊蕊家的房子让记者颇有些惊
讶：两间低矮的土房，挤在一片水泥
瓦房中，看上去是那么破旧。说起自
己的高考成绩，李蕊蕊略显羞涩，

“高考成绩比预想差了些，但大家考
得都不算高，我的成绩在班里能排
前四吧。”

李蕊蕊的妈妈王翠玲说起女
儿的高考成绩，难掩喜悦：“家里无
论如何都要供孩子上大学。”王翠
玲告诉记者，由于自己已多年不能
干重活，除了几亩地里的收入，家
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李蕊蕊的
爸爸在工地上打工的微薄工资。

高中时每天只吃一顿菜

这个贫寒的农家，竟然没有女
儿睡觉的地方。“家里太小了，弟弟
和爸妈挤在一张床上，我暂时在同
学家里和同学做伴。”对于眼下的情
况，蕊蕊似乎并不在意，“等上了大
学就去学校了，在家也住不太长。”

屋里的泥土地面，打扫得干干
净净。“女儿上高中不大回家，但回
来以后就啥也干，我也省不少心。”
王翠玲说，这两天在棉花地里干活，
蕊蕊比她干得还利索。

说话间，李蕊蕊在房间里忙来
忙去，略显几分羞涩和面对生人的
紧张。女儿挺懂事，妈妈也欣慰。

“其实孩子今年是复读了一年，去
年过了本科线，但差几分没被青岛
大学录上，高中上了四年，孩子也
吃了不少苦。”看着女儿，王翠玲叹
息着，“人家都说孩子在高中花费
高，但我们每月给蕊蕊的钱，除了
吃饭买资料，每月还都有剩余，早
晚饭都是吃咸菜馒头，只有中午吃
一顿菜，我说你买个鸡蛋吃也补充
补充营养，但女儿就是不买。”

“就靠四五亩地、两只羊，家里
能有多少收入？不能给家里帮忙，
不就得省着点！”李蕊蕊告诉记者，

她并不觉得学校的生活有多苦，
“习惯了也就那样”。

让爸妈住上好点的房子

高考成绩不错，今年上大学应
该不成问题。“现在对这个家来说，
能顺利读上大学，也是最大的希望
了。”李蕊蕊说。

对于以后的计划，蕊蕊自言，还
没有认真想过。她告诉记者，唯一能
做的还是接着好好学习。“上了大学
可以做兼职，申请贷款，希望不给家
里增加负担。”

送别记者的时候，看着自家被
水泥瓦房包围着的小土房子，蕊蕊
笑了：“妈妈总说这辈子住不上好
房子了，爸妈年纪也不小了，靠他
们自己估计也没法翻盖这房子了，
等我毕业吧，一定让爸妈住上好点
的房子，我也就可以回家住了。”

李蕊蕊帮妈妈干农活。

在成武县城先农坛街旁边
的两间小平房里，是一个三口之
家，虽说生活有些拮据，但女儿
王嘉琪567分的高考成绩，让这

个家里多了不少欢笑。父母为生
计奔波，女儿是这个家里的阳
光。

母亲残疾，父亲下岗，因为
屋子狭小，嘉琪不得不常住姥姥
家。“前段时间我在快餐店打工，
把脚砸伤了，现在去不了。”王嘉
琪说。学费还没着落，不过王嘉
琪很乐观开朗，“我啥都看得开，
5年级就卖雪糕赚钱了，以前还
到处捡过矿泉水瓶，等脚好点
了，还去打工，到了学校再做点
兼职，没有过不去的坎。”

“爸妈为了生计疲于奔命，
但是我得乐观起来，只有这样家
里才会充满阳光，哪怕穷一点也
没关系。”王嘉琪说。

乐观的王嘉琪

李蕊：不辜负爸妈的期待

22岁，在成武县黎庙村，一
些同龄的姑娘已经做了妈妈，
但李蕊依然追逐着上大学的梦
想，今年是她第二年参加高考，

虽然552分的成绩距一本线差
了几分，但一家人仍然十分高
兴；与此同时，即将面临的经济
压力，也让一家人有些忧心。

“姐姐今年读大二了，光她
一年的学费就得上万。本来去年
没录上，不想再读了，但妈妈说，
无论多苦也得供我上学，这才又
复读了一年。”李蕊对记者说。一
家五口人，仅靠五六亩农田里的
收入，还要面临第二个女儿上大
学，让这个家有些不堪重负。

说起未来的大学生活，李蕊
充满期待，上大学是圆自己的
梦，也是圆父母的梦。“上大学后
好好学习，不能辜负了爸妈的期
待。”李蕊说。

追梦的李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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