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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怕她她老老打打我我，，但但有有妈妈才才有有家家””
父亲胃癌去世，淄博女孩带着精神病母亲上大学

课外兼职挣钱

把母亲带到身边照顾

四月的曲阜师范大学，樱花路
上铺满了凋落的樱花瓣。14日中午，
任纪兰提着一个不大的提包匆匆赶
来，对等候的记者一再说抱歉。如果
不是因为4月3日患精神病的母亲意
外走失，任纪兰一边求学一边照顾
母亲的事情在校园里也不会有太多
人知道。

1992年出生的任纪兰是淄博市
沂源县张家坡镇陈家沟村人，2013
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教育专业，如今大三的她已经开始
在曲师大附小实习任教。此时她刚
从曲师大附小回来，简单收拾一下
准备回家。“昨晚放学后，我去菜市
场买了芹菜，回去洗洗，中午给妈妈
炒芹菜吃。”任纪兰说。

由于家里很困难，虽然父亲有
胃疼的毛病，但始终没去医院检查，
直到2014年实在熬不住了才去检查
时，已到了胃癌晚期。2015年，父亲
因胃癌病逝。

“去年8月，爸爸去世后，患有精
神疾病的妈妈便跟着姥姥一起生
活。”任纪兰告诉记者，姥姥年纪大
了，再加上经常要忙农活，无法保证
按时给妈妈吃药，“有一次妈妈发病
很严重，连着三四天不吃饭不喝水，
任凭我和妹妹怎么变着法子给她做
爱吃的饭菜都没用。”为此，任纪兰
不敢再把母亲留在淄博，再加上妹
妹即将参加高考，她决定将母亲接
到曲阜和自己一起生活。

去年9月份开学，任纪兰和母亲
一起到了学校，母女俩在校外租了
一间不大的房子。“终于有了落脚的
地方，为了交房租，也为了让妈妈过
得好一点，我利用课余时间兼职、做
家教。”每一天，任纪兰都在奔忙，承
受着来自学业和生活的双重压力。

娘俩每月只花三百元

几乎顿顿白菜

娘俩几乎没有经济来源，所以
任纪兰总是买最便宜的菜。冬天里
娘俩顿顿吃白菜，一个月才花三百
多元生活费。她笑着说，“曲阜的物
价特别低，一个月三百块钱绰绰有
余，我觉得我和妈妈还生活得不
错。”

每天将闹钟定在5时50分，无论
风雨寒暑，任纪兰都准时起床。简单
洗漱后，她要抓紧时间给母亲做早

餐，洗脸刷牙，倒尿盆……一切忙
完，她连走带跑地去学校上课。任纪
兰说，母亲的“吃喝拉撒睡”是她每
天的“必修课”。

任纪兰已经记不起来什么时候
学会了做饭，“反正从很小就会了，
等到妹妹也学会做饭后，我就开始
帮着爸爸忙农活。”她说，小学四年
级那年，家里一点收入都没有了，只
好辍学一年。从初中开始，任纪兰就
要趁着寒暑假出去打工，在饭店里
洗盘子端菜。“所以我现在虚岁都25
了，才上大三，和我同龄的早都毕业
了。”说到这儿，任纪兰不好意思地
笑了笑。

14日中午，当记者跟随任纪兰
来到校外的租住地时，她的母亲在
屋里始终不肯出来，直到任纪兰说
要一起择芹菜，她母亲才怯生生地
提着马扎出来，于是娘俩就在太阳
底下忙乎起来。“你看，这可是你最
爱吃的芹菜。”听到女儿的玩笑，当
妈的倒像个孩子一样不服气地回
道，“你才最爱吃呢！”

过了一会儿，任纪兰的母亲似
乎觉察到了家门外一直站着两个陌
生人，有些惊恐地看了看，然后一言
不发地提着马扎回屋去了。任纪兰
说，“妈妈极度缺乏安全感，像路边
一些稍微倾斜的路面，她都要蹲在
上面才敢走。”

母亲突然走失

三天后才在泗水找到

“可能是临近清明节，母亲潜意
识里想着要回家，所以4月3日出了
意外。”任纪兰说，母亲坐不住，每到
一个地方呆上十分钟就要走，平时自
己不在家，母亲就一个人在附近逛，
但十几天前，她却突然走丢了。

“发现妈妈走丢后，我感觉天都
要塌了，没了命地到处找。”任纪兰
说，虽然母亲精神不好，但母亲在就
等于家在。为了尽快找到母亲，任纪
兰第一次把自己的情况发到了网上。

班上的大部分同学自觉参与了
任纪兰的寻母行动。三天后，任纪兰
和同学们一起在泗水找到了母亲。

“见到妈妈的时候，她又瘦又脏，非
常憔悴，我的心里一阵酸。”任纪兰
说，她抱着母亲，哭成一团。这是她
记忆中母亲第二次走丢，上一次是
在淄博老家，失踪四天后，在临沂被
找到。

在此之前，除了辅导员赵旭涛
和舍友，几乎没人知道任纪兰家的
特殊情况。这个倔强的女孩始终认

为，自己能把母亲照顾得很好，没必
要给周围的人增添麻烦。

“我最怕的，就是她发病。”艰辛
的生活，任纪兰一直从容应对，但母
亲发病后总是没有情理可言，“她发
病后谁都不认识，有时候前一刻还
有说有笑，后一刻突然就冲过来打
人。”在任纪兰手上，还有母亲打她
后留下的疤痕。最令她害怕的，是母
亲深夜突然发病，这会让她无法休
息，影响第二天上课和工作。

打算自食其力

筹钱给母亲治病

“面对这样的生活，觉得辛苦
吗？”

对此，任纪兰反倒笑起来，十分
轻松地回答，“不辛苦，我觉得很幸
福。”她说，因为妈妈在身边，而且老
师、同学都很关心她，“这样的生活
我很满足了。”

孟文清是任纪兰宿舍的舍长，
此前她或多或少知道任纪兰家的情
况，在她印象里，任纪兰从来没流露
过负面情绪，“她以前总是和我们
说，她的爸爸、妹妹对她多好，一家
人相处有多么融洽。”

因为年龄是舍友中最大的，所
以无论谁在生活中碰上难题，任纪
兰总会像大姐姐一样去帮忙。当孟
文清和其他四名舍友得知任纪兰把
母亲接来曲阜后，每周末她们都会
买些肉、蛋等生活用品去任纪兰家。

“她娘俩平时舍不得买肉吃，这点开
支对我们几个人而言不算什么。”孟
文清说，“纪兰对我们好，我们理应
对她好。”

寻母让许多人知道了任纪兰的
特殊情况，爱心也接踵而至。在曲师
大附小，身为任纪兰的指导老师，于
晓梅不仅发动同学、朋友帮忙找，还
联系了志愿者组织。学校的学生和
老师还自发募捐了6000元钱。

在教师教育学院，辅导员赵旭
涛安排把所有符合条件的奖学金、
助学金都让任纪兰去报名，从一入
学开始，她每个学期都能领到1500
元助学金。同学们还商量着凑钱给
她买辆自行车，这样她就能在路上
节省很多时间，能更好地照顾母亲。

“学校让我能陪在妈妈身边照
顾她，我万分感激，感觉再大的困难
都不是我一个人在面对，我相信，一
切都会好起来。”任纪兰说，她还想
自食其力地筹钱为母亲治病，“不论
以后我到哪里工作，我都会带着她，
永远陪她走下去。”

尽管生活艰辛，但任纪兰脸上总是笑容灿烂。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四年级时曾因家庭贫困一度辍学，父亲去年
因病去世后，她带着患精神疾病多年的母亲去上
大学。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照料母亲，
生活的苦难赋予她异于常人的乐观与坚韧。这个

“90后”女孩叫任纪兰，2013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
教师教育学院教育专业，当同龄人正在张扬个性
时，她用坚强书写着不一样的人生。

任纪兰带着患精神疾病的母亲一起上大学，她成了母亲的依靠。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摄

本报记者 黄广华 汪泷 通讯员 宋广新 王中华


	A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