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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病病王王伟伟和和他他的的几几十十个个学学生生

王伟虽然靠呼吸机
维持生命，但是他从来没
有放弃过。

刚看到王伟时，记者很震惊，一直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的他，只有脖子及以上部位能动，每说一句话都很费劲。而就是这这样的一个人，一个连
生命都勉强维持的人，却是一帮孩子们的老师。在他周围的孩子们学习是那么认真，比记者见过的任何一个辅导班上的的学生都要认真。

文/片 本报记者 高梦超

◆“这些学生，都懂我”◆

可能是因为患病及带着呼吸机的缘故，在交谈过
程中，记者发现有好多话，王伟都说不清楚，很多时候，
记者都要重复好几遍地问他。就在记者与王伟交谈过
程中，有一个男生会不时走过来给王伟挪动身子。原
来，虽然王伟的身体不能动，但他是有感觉的，每隔一
段时间就需要别人帮忙翻身换个姿势。后来记者仔细
观察了一下，发现每到需要翻身的时候，王伟都会叫一
下学生的名字，而听到自己名字的学生就会自动过来
帮忙了。

看到记者疑惑的眼神时，王伟笑着说：“虽然我说
话不是很清楚，但他们都懂我。我一张嘴，他们就知道
我想干什么。跟我时间最长的有一年了，我们感情都很
好，共甘苦嘛，这是最幸福的日子了。”

“我想把我的学生们都送进高中，然后送入大学。
我是过来人，我很清楚上大学跟不上大学的区别。”沉
默了一会，王伟接着说，“不论如何，我会尽我自己的能
力去教他们，他们还小，需要有人督促着才学得进去。
像是选择题，即使他们选对了，我也不知道他们是真会
还是蒙的，所以一般我会要求他们写上过程，也好让我
知道他们真实的知识掌握情况。”

“刚开始来上辅导班的时候，我也只是好奇，好奇
他到底能不能教得了我。但和他相处了三个星期后，我
是从心里开始佩服他了。”一个跟随王伟学习了一年的
学生说，“老师虽然身体不能动，但是他头脑很灵活，教
我们时也很负责任，很严格，只要我们有不会的题或是
没做完作业，他是绝对不会让我们走的。从老师身上，
我真的学到了很多，他的坚强，乐观，积极的态度，都很
让我钦佩。”

母亲魏秋菊与邻居扶王伟起床。

◆轮椅上完成大学学业◆

◆连着呼吸机辅导学生◆

毕业后，因为病情缘故，王伟不
得不在家休息。但就是在家呆了半
年后，他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让
自己活得更有价值一点。有了这样
的想法后，王伟就着手办起了辅导
班。

在王伟有了自力更生的想法
后，娘俩就搬到了县城里，租了一间
房子。

走进王伟的住所，维持他生命
的那台呼吸机格外显眼，尽管生活
艰难，坐在轮椅上的王伟脸上仍然
挂着笑容。在那间不大的屋子里，摆
着几张书桌，还有7个初中生在认真
做作业。

记者环顾四周，发现家里除了
几张书桌外，竟然还有一台打印机。

经询问才得知，这台打印机是王伟
用好心人的捐款换来的，用来给孩
子们复印试卷。很难想象，一个连自
己吃药都快负担不起的人，究竟是
用怎样的心情才能做到这样。

躺在轮椅上，连着呼吸机，每说
一句话都显得很吃力的王伟，在交
谈过程中，努力想要表达着自己的
想法。同时，虽然王伟自己不能行
动，但是他是有感觉的，每隔10分钟
左右，就要人帮忙翻一次身。

“刚得病的时候，确实不知道该
怎么办，后来我就想，我不能闲着，
要让自己忙起来，一方面我的生活
能过得充实一点，另一方面也能减
轻一下家里的负担，为自己挣个救
命钱。于是我就开了这个辅导班。一

直以来，我和我妈相依为命，我离不
了呼吸机，自己又不能动，要是呼吸
机突然没电了或是坏了，那么我的
生命也就终止了，所以我妈一刻都
不敢离开我。只有孩子们来的时候，
我妈才能休息一下。”王伟边说着，
边看了一下正在写作业的孩子们，

“跟他们在一起，即使忙，那也是快
乐的，起码证明了我还有用。我想通
过自己的努力让我的学生们变得更
好、更优秀。”

“刚开始来的学生不多，后来经
过一个寒假的辅导，孩子们的成绩
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就这样有了口
碑。寒假过后，我这里一下子就来了
80多个人呢，那个时候真是既忙又
开心啊。”王伟自豪地说。

母亲魏秋菊：“我愿用我的身体拯救他”

初见王伟母亲，给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这是个被生活所累的母亲。她紧
皱着眉头，满脸沧桑。“你来了呀，快坐
吧。”见到记者后，王伟母亲赶紧打了声
招呼，随后，当记者问到她年龄的时候，
这个满脸沧桑的女人竟然低头想了一
会，“可能是53吧，我也记不清了，好像
是1961年的。自从王伟得病后，我的记
性就越来越不好了，每天忙忙碌碌的，
哪还有工夫去想这些问题啊。”

没过多久，原本躺在床上的王伟
就要起来了，坐到轮椅上，准备等着孩
子们的到来。魏秋菊说如今自己一个
人已经抱不动王伟了，每次起身都要
邻居帮忙，正说着，邻居来了。她们两个
人配合着，一起很费劲地将王伟拖到
了轮椅上。

刚坐在轮椅上没多久，一个学生
和他的妈妈就来了。来到王伟家后，学
生家长就开始拾掇炉子，倒水给王伟
洗脸，一切的动作都是那么熟练。经询
问才得知，原来，学生家长们只要一有
时间就会来王伟家帮忙干些力所能及
的活。

“多亏了这些邻居和家长，学生们
的帮忙，要是没有他们，我们娘俩支撑
不到现在。”魏秋菊感激地说，“从王伟
患病到现在，已经快十年了，这十年里
多亏了好心人的帮助，我们才到了今
天啊。”

“王伟从小就是个好孩子，虽然家
里不是很富裕，但是那时生活还是可
以的。王伟考入大学后，我就想着终于
看到希望了。谁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

啊。”魏秋菊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到，
“他最严重的时候在重症监护室里待
了40天，出院后我俩仅剩4块钱。没办
法，我一天就只吃不到两个馒头，给王
伟吃两个5毛钱的火烧。这样的日子过
了两年，终于我们挺过来了。”

与记者交谈过程中，魏秋菊说的
最多的话就是“想给他看好病”。“这
么多年了，即使再艰苦，我也从未想
过放弃他，我想给他治好病。每天晚
上，大概每隔一小时我就要给他翻
身，有时真是困得起不来。”说着，魏
秋菊又哭了，“不管多累，我还是想给
他治病。我本身就有哮喘，身体也一
天不如一天了，但是我不会放弃，我
愿意用我的身体换取他的身体，我有
这个决心！”

王伟出生在博兴县曹王镇老官
村，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而就
在他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突然患
了精神病，住进了医院，此后，这个家
庭的重担便落在了母亲魏秋菊的身
上。老实本分的魏秋菊除了种着家里
的六七亩地之外，没有别的收入来
源。

勤奋上进的王伟在自己的努力
下，终于迈进了大学。22岁时，王伟还
在鲁东大学上大二，优秀的他一直是
班里的班长。然而也就是那一年，在
他努力向着自己的理想前进时，噩耗
降临了。王伟发现自己的身体不适，
双腿变得无力，后来在家人的陪同
下，他辗转烟台、济南、石家庄等地寻
访看病，最终被诊断为“神经性肌肉
萎缩”。

这是一种类似帕金森综合症的
怪病，患者会逐渐丧失肢体远端痛觉
与温度觉，然后往身体其他部位扩
散，直至器官，并频繁发生感染与骨
髓炎。在国内尚无好的治疗方案,医生
也只能建议王伟用药物减缓病情恶
化的速度。没办法，王伟只能靠药物
来延缓病情。后来在北京看病时，医
生告诉他可以尝试一下一种新型的
治疗方法，或许有效，但在高昂的医
药费面前，他不得不选择了放弃这个
机会。

眼看着病情一天天加重,老师和
家人都劝王伟退学回家休养。可是也
许王伟知道自己病情的严重性，知道
自己一旦离开了学校可能就再也回
不来了，所以他果断选择了坚持上完
大学。每到寒假暑假，大家都在开心

的度假时，王伟却在辗转各地看病。
为了能向其他同学一样去教室上课,
一开始他自己借着自行车来维持平
衡，往返教室和宿舍之间。后来，无法
使用自行车后就改用双拐。

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后，双拐也
已经不能支撑他的身体了，最后只能
坐轮椅。可是坐轮椅之后如何上课，
如何回宿舍也成了他面临的大难题。
为此，王伟只好把宿舍从6楼搬到了1
楼，不能往返两个校区就从原来宿舍
搬出来借宿图书室警备员的房间。走
得动的时候就去教室听讲，实在没办
法就借同学们的笔记在宿舍自学。就
这样凭着自己的毅力，王伟终于拿到
了毕业证。

就在王伟患病后，母亲为了照顾
他，这家里唯一的收入来源也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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