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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瘫痪后由69岁的爷爷照顾，淄博女孩李蕾想早日工作

上上完完大大学学让让爷爷爷爷好好好好歇歇歇歇

曾想弃学打工减轻家里负担
爷爷在谈话中始终流露出乐观

和坚强，但当仔细回忆这些年照顾儿
子的艰辛时，老人再也忍不住，泪水
开始在眼眶里打转，他就昂起头不让
泪珠滚下来。

看到爷爷承受如此之多，李蕾一
度不愿再上学，想尽早出去打工挣钱。
她此前常常和爷爷说，“我什么时候能
挣钱呀？那样你就不会那么累了。”

而爷爷总是鼓励她说，现在你还

干不了什么，只有好好学习，考上理
想的大学才是出路。

每个星期李蕾都要和爷爷报告
学习情况。爷爷对孙女的学习成绩也
比较满意，“两个孙女都很争气。”李
蕾还有一个马上要读初一的妹妹，成
绩在班里也一直是前三名。

这些年，很多人都给这个艰难的
家庭提供了帮助。李俊峰看病借下的
十多万元，很多亲戚朋友都没让还，

村里为李蕾家申请了低保，学校提供
的助学金基本上够李蕾每年的学费，
而淄博市张店区的好心人宋刚每月
都给李蕾寄来200元钱，作为她的生
活费，从2006年至今一直没间断，这
让李蕾一家感激地称他为“宋先生”。

今年在高考中取得了文科628分
的好成绩，李蕾说，这次发挥有些失
常，平时的成绩要比这好。为了稳妥，
她第一志愿报了山东大学威海分校。

4日，本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
系列报道刊发了《不拼命学习，我
就没出路》的新闻，有社会爱心人
士打来电话，询问文中寒门女孩
王韵的联系方式，想要资助她。在
此之前，也有不少社会爱心人士
询问如何资助这些贫困学子。

目前利群阳光助学行动报名
还在进行，已有百余名学子给本
报寄来了申请材料。预计等报名
结束，申请助学的人数将远超利
群阳光助学行动的100个资助名
额。因此，与往年一样，本报继续
开通“1+1助学直通车”，期待有更
多爱心读者和爱心企业加入到资
助贫困学子的行列。

您的每一份爱心，都将成为
贫困学子圆梦的希望。

如果您有意向参与我们的活
动，请拨打本报联系电话：0531-
85193761。 本报记者 许亚薇

1+1助学直通车
期待爱心参与

淄博市博山区源泉镇东崮山
村远离市区，隐藏在一大片绿树
和玉米地中间。来到村口，靠一位
热心村民的引领，我们终于见到
了李蕾。她在今年高考中取得了
文科628分的好成绩，但生活对她
来说，一直都那么艰难。

初见李蕾，她身上透出一丝与年
龄不相称的成熟，面对记者的询问，
均从容应对，让人觉得她似乎缺少了
同龄人该有的天真与活泼。

生活的转折点发生在9年前，那
时李蕾还在读小学三年级。一天，父
亲从工厂下班的路上，骑着摩托车一
头撞在了修路的工地里。“昏迷了42
天，住院70天。”虽然那时年龄还小，
可李蕾记得清清楚楚。

“从那以后，爸爸生活不能自理，

全身只有右手能动一动。”李蕾说，出
车祸后，爸爸一直由爷爷奶奶照顾，
而妈妈从早到晚都要在工厂做工。

低矮的平房，泥土垒就的灶台，
破旧的黑白电视机，爷爷家简陋的陈
设一览无余。李蕾的爸爸李俊峰坐在
轮椅上，看到有人来，费力地要抬起
手。“整整9年了，一直是这种状态，吃
饭睡觉、大小便都要人照顾。”李蕾的
爷爷今年69岁了，每天不仅要去工厂
看大门，更要服侍这个44岁的儿子。

爷爷本以为儿子结婚后，自己就
能享清福，没想到一场车祸让他不得
不承担起照料三代人的重任。而李俊
峰每次上下床，他和老伴儿两个人合
力才能勉强搀扶。

李俊峰住院总共动了5次手术，
花费超过16万元。“从亲戚朋友那里
借，村里也给捐了款。”爷爷说，万幸
的是儿子醒了过来，但由于脑部神经
受损，失去了语言能力，双下肢也没
有了运动功能。

父亲全身只有右手能动一动

父亲
因车祸丧
失自理能
力，一直
由 爷 爷

（ 左 ）照
顾，李蕾
想早日读
完书参加
工作，不
再让爷爷
那么累。

文/片 本报记者 高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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