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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穿珠珠子子、、捡捡蝉蝉蜕蜕，，一一点点点点凑凑学学费费
考上大学，坚强女孩宋晓丽不想让爷爷再操心

■向上吧，少年

文/片 本报记者 尹明亮

连遭变故，女孩与

爷爷相依为命

7月28日上午，在沈家庄村
边缘的小房子里，齐鲁晚报记
者见到了宋晓丽的爷爷宋新
水。与周围的新房相比，房子有
些破败，走进房间，除了热还能
感觉到有些潮湿。房间没开灯，
屋里黑漆漆的。

“孩子在她叔那儿住，来我
这里也就吃个饭。”70多岁的老
人宋新水背有些弯，走路也不
是太利索。打开灯，拿出两个小
板凳坐下，三个人就让这间满
地杂物的小屋显得有些拥挤。
虽然孙女宋晓丽今年高考成绩
还不错，但老人脸上的表情自
始至终一脸沉重。

“上初二的时候，俺爸在工
地上脑出血，没救过来。读初三
的时候，妈妈带着妹妹走了。读
高中的时候，俺二叔得了癌症
去世。前不久，因为家庭变故，
三叔精神也有了些问题。”说着
这些，宋晓丽翘着嘴角，努力要
表现得轻松一些，几个与记者
随行的志愿者却忍不住背过了

身去。
在爷爷这个阴暗潮湿的房

子里，并没有晓丽可以住的地
方，她暂时和三叔住在另一处
房子里，只是她到爷爷这里一
会儿的时间，三叔不知去哪儿
了。“从初中到高中，多数时候
都住学校，其实在家住的时间
也很少。”晓丽说，她没事时习
惯来看看爷爷，“在一起也没什
么话说，但别人都没了，好在还
有个爷爷。”

不记得上次买新

衣是啥时候

在黢黑的墙上，挂着一个
塑料袋，塑料袋里装着两个馒
头，这是爷孙俩的午饭。宋新水
说，随着年纪渐长，干不了农
活，家里的两三亩地都已转包
给别人种，在孙女上学的日子
里，老人仅靠着低保金吃饭，也
习惯了简简单单的饮食。“就是
孩子苦了点，初中那会在学校，
一星期吃饭的钱只有七八块。”

“一星期十块，不是七块。”
爷爷说着话，晓丽马上纠正到，

“那时候住校，吃饭是就着辣皮
吃馒头，倒也没觉着怎么着。”
晓丽说，到了高中，学校减免了

大部分学杂费，每年还有些贫
困补贴，“有时候，爷爷也能给
个百八十块钱，生活条件就好
多了。”

当记者想要加一下晓丽的
微信或qq时，晓丽有些为难，没
有电脑，没有智能手机，在学校
一心学习，她没有qq和微信，“手
机是二叔生病前送我的，只能打
电话、发短信，别的干不了。”

说起高中的生活，宋晓丽很
是感恩，有减免有补助，吃饭问
题就不大了。“除了吃饭、买点学
习资料，我也没什么花销。”虽正
是爱美的年纪，但晓丽对穿衣打

扮没有什么讲究，“现在穿的衣
服都是姑家姐姐穿不下后送的，
其实都还挺好的。”晓丽说，自己
也记不得上次买新衣服是啥时
候了，“反正读高三这一年是没
买。”随行的志愿者表示自己女
儿与宋晓丽年龄相仿，有些衣服
可以送宋晓丽几件，宋晓丽听后
一脸高兴。

“学费没着落，但

不能让爷爷出力了”

说话间，宋晓丽顺手从桌
子底下拽出一袋知了蜕的皮，

“三分钱一个，我去树林子里捡
的，这些能卖百十来块钱，知了
龟比较贵，四毛钱一个，但去捡
也没捡到多少。”自从高考结
束回到家里，宋晓丽就开始
想 办 法 为 以 后 的 大 学 筹 些
钱，但离县城远，也没有什么
渠道。“除了去捡这些东西，
还在家里帮人家穿珠子，但
挣钱也不多，穿一会就累得
眼睛疼，一个多月算了算也才
挣了一百多块钱。”

刚刚被青岛理工大学录取
没多久，爷孙俩还没想上学的
学费及生活费去哪儿筹措，在
这个家里，最值钱的东西就是
院子里喂着的四只羊了。“就靠
着低保，孩子、我、她叔都有，一
个月总共四百来块钱，够吃饭
的，孩子学费的事没有想，也不
知道怎么办。”

对于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宋晓丽也没有什么概念，学费是
5000多块钱，但生活费啥的需要
多少，小姑娘也没底，“也不想让
爷爷再操心，他年纪大了，有心
也无力，不能指望他。我觉得到
了学校里，应该会有打工或勤工
俭学的机会吧。”晓丽说，自己年
纪小，怎么过都能过，“但不能再
让爷爷出力了。”

在宁阳县华丰镇沈家庄村一个有些破落的房子里，已被大学顺利录取的宋晓丽却不知道高兴是种啥滋味。初二时
宋晓丽爸爸去世，初三时妈妈带着妹妹离开，刚读高中时，二叔又因病去世，只得与七旬的爷爷相依为命。在今年高考考
中，晓丽考了568分，被青岛理工大学录取。为了凑学费，她穿珠子、捡蝉蜕，但在这个暑假忙碌了一个多月，小姑娘才筹
了几百块钱。

宋晓丽和爷爷相依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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