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关
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举全党全社会
之力打响脱贫攻坚战。其实，在我们身边，也
有不少人身处贫寒之中，需要关注，需要关
心，需要全社会的温暖。即日起，本报推出特
别策划《身边的贫寒》，请广大读者和爱心人
士提供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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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自2012年去世后，年仅9岁
的李秀坤就独自承担起照顾瘫痪寡
母的重担，这一照顾就是三年多，小
小肩膀挑起不符合他这个年龄的责
任，过早地尝尽了生活的百般滋味。

1月7日下午，记者来到邹平县魏
桥镇崖镇村，此时上六年级的李秀坤
还没有放学。村里一位大娘领着记者
来到李秀坤家里，只见大门紧锁，大
娘拍了拍大门后忽然想起，“对了，孩
子还没放学呢，她也起不了床，走，先
去我家暖和暖和。”

四点半多，一辆校车停在村口，
下来四五个孩子，记者问谁认识李秀
坤，同伴们一指个子最小没穿校服的
李秀坤说，“他就是。”

眼前的李秀坤眉清目秀，穿着整
齐干净，与记者预想的各种形象相去
甚远。李秀坤迅速掏出钥匙打开大
门，快步冲进屋里看看母亲现在怎么
样了。“滚！”屋里传出母亲一声怒吼，
着实让记者心里一惊——— 孩子已经
承担太多，又何必再承受来自母亲的
责骂？

李秀坤挨了骂低头不语。见来了
生人，母亲许卫芸赶紧让孩子搬来马
扎让记者坐下说话。腼腆的李秀坤转
身去看炉子，炉子已经没有半点火
星，于是掏了掏炉灰倒在屋外，找了
点废纸、木柴准备点炉子。

记者趁机跟到屋外问个明白，

“刚才好像听到妈妈骂你了？”“嗯。”
“为啥？不会经常骂你吧？”“不是，为
了我不听话。”“咋不听话了？”“起得
晚……”李秀坤的小手抓住木柴，低
着头停在院子里一动不动。

李秀坤熟练而又努力地点炉子，
许卫芸瘫痪在床无法起身。记者环视
四周，屋子二十多平米，一台电视机，
一个衣柜，一座炉子，一张象棋桌，一
张小床。床边一个马扎，马扎上铺了
一块木板，是母亲的饭桌，象棋桌则
是李秀坤的书桌。

尝试着缓解刚才责骂孩子的尴
尬后，记者委婉了解到母亲发火的原
因，由于最近面临考试，作业又多，李
秀坤早上临上学才起床，再加上中午
放学不能回家，这就意味着，这几天
许卫芸早上中午都没法吃饭，晚饭要
等到儿子回家做饭后才能吃，水更是
一口也不敢喝，否则孩子上学期间，
上厕所都是问题。

许卫芸说着说着哭了起来，忽又
感觉不妥，生怕外人对孩子有看法，
极力为儿子辩护，“其实我很理解他，
这么小就伺候我，最近快考试作业
多。”

趁李秀坤点炉子的功夫，记者四
处看了看，院子南面棚子里有一辆电
动三轮车，那是李秀坤带母亲出去走
走转转和往家运水的工具。北面一排
房子，西屋是母亲卧室，冬天冷时母

子二人挤在一张1 . 5米宽的单人床
上；中间是空荡荡的堂屋，志愿者帮
忙换下的一扇破门倚在墙上，旁边一
张小床是李秀坤夏天睡觉用的；东屋
是李秀坤的父亲生前养兔子补贴家
用的屋子，地上都是兔子粪便，一只
受惊的麻雀扑棱着翅膀从门缝中飞
了出去。

回到西屋，正好撞见母子二人对
话，李秀坤一边洗碗一边低头不好意
思地和母亲说，这次数学考试考了98
分，“上次考试不是考了100吗？”“这
次的题有点难啊。”李秀坤腼腆地笑
了笑。

说起这个已经不算完整的家，许
卫芸总是忍不住流泪，“我就是孩子
的累赘，我又怕我走了，孩子没我不
行。”李秀坤2003年出生，许卫芸的丈
夫在孩子四五岁时得了肝硬化，后来
越来越严重，2012年去世。许卫芸当
时还能拄着拐杖走动，但丈夫走后便
瘫痪在床，生活完全无法自理。从此
生活中无论是最繁杂的琐事还是最
痛苦的压力都落在了李秀坤单薄的
身板上，也是从此以后，李秀坤的快
乐的童年已经过早褪色了。

生活虽然痛苦，村里对李秀坤的
评价极高，74岁的徐大娘说，“孩子懂
事、听话，太不容易了，天暖和的时候
用三轮车带着他妈妈到大集上转转，
想吃啥就给买点啥。”

饭熟之前先做会作业。

李秀坤回到家后先为母亲生炉子取暖做饭。

趁着做饭工夫拖地。

文/片 本报记者 张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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