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7月10日 星期一

编辑：穆静 美编：郭传靖 组版：继红

这这个个暑暑假假在在烧烧烤烤店店度度过过
填完高考志愿，寒门学子潘浩就去打工赚学费

B03齐鲁学堂【助学】

“帮助每一个有追求的青
年”，2017年齐鲁晚报利群阳光
助学直通车已经正式踏上了寻
访寒门学子的旅途，在一个个
寒门学子家中，我们看到了高
考带给一家人的希望，也感受
着贫寒家庭的一个个心酸故
事。

截止到目前，利群阳光助
学活动组委会经过初步核实过
的寒门学子已经有近200名，他
们来自全省各地，在一张张申
请表上，写满了学子们对未来
的期待和向往。从6月底开始，
齐鲁晚报利群阳光助学直通车
先后前往了寿光、临朐、沂水、
平邑等地。在7月份，利群阳光
助学直通车将继续行驶在探访
学子的路上，实地探访阳光学
子，发掘他们的励志故事，也给
那些陷入困境的孩子带来一份
希望。

资助更多寒门学子走进大
学校园，也需要更多爱心人士
伸出爱的双手。在最近一段时
间，我们也收到了来自全省各
地爱心人士和爱心企业打来的
电话，资助一个困境中的孩子，
圆他们一个大学梦，是每一个
爱心人士的初衷。在今年的利
群阳光助学活动中，我们需要
有更多的爱心人士一起参与进
来，如您有资助学生的意愿，请
联系我们，我们将根据您的要
求向您推荐我们探访过的寒门
学子，您也可以随着利群阳光
助学直通车一起，走进寒门学
子家里，去听听他们的励志故
事 。活 动 咨 询 电 话 : 0 5 3 1 -
85193855。您也可以关注“山东
高考直通车微信公众号(微信
号:sdgkztc)”，留下您的助学要
求和联系方式。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常海月

本报临沂7月9日讯(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常海月)
对临沂市沂水县沙沟镇野

坊村的刘炜苹来说，今年高
考考了全校第二的好成绩让
这个家多了一些喜庆的气
氛。只是小姑娘在盘算着第
一次出远门了，第一次离开
家乡，远赴青岛打工，为自己
挣学费。

刚读高中时，刘炜苹的
父亲突然查出胃癌，不幸去
世，留下她跟妈妈、8岁的妹妹
相依为命。“以前爸爸在寿光
下劳务市场，自从爸爸去世，
家里就没了最主要的收入来
源。”刘炜苹说。

“如今全部的收入基本
就是种的那几亩花生和玉

米，在家守着两个孩子，想出
去打工也出不了门。”妈妈朱
得凤告诉记者，除了自家的

三亩地，她偶尔会在农忙时
节帮种田较多的人家干些零
活，“能挣个百八十块钱。”

最让朱得凤欣慰的就是
女儿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几
乎每一个学期，刘炜苹都是
一等奖学金的获得者。在今
年的高考中，刘炜苹考了581
分，在沂水二中全校第二。

“志愿已经填完了，一个
在外打工的同学帮着联系了
打工的地方，过两天想去试
试。”刘炜苹早早就四处打听
外出打工的机会。“在本地也
没有打工的机会，出去了就
能挣点钱，多少能为自己赚
点学费。”刘炜苹说，一人带
着两个孩子，妈妈有妈妈的
艰辛，作为大女儿，自己也该
帮妈妈分担一些。“累点苦点
不算什么，我能多干一点，妈
妈也能少操一份心。”

考了581分的刘炜苹：

第第一一次次出出远远门门，，要要到到青青岛岛打打工工

■向上吧，少年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常海月

已经帮妈妈把地
锄了一遍

7月4日，在临沂平邑县武台
镇西武沟村的家里，潘浩帮妈妈
喂养院子里的两只羊。屋里黑乎
乎的，小伙子的脸、胳膊也是黢
黑。“本来也不白，这几天整天下
地，晒得更黑了！”说起话来潘浩
总是一脸微笑。潘浩家种了三亩
桃园，自从高考结束，作为家里
唯一的壮劳力，潘浩几乎天天都
要到地里干活。

“昨天刚和妈妈把家里三
亩多桃园的地锄了一遍。”潘
浩说，为了赶在下雨前把桃地
刨一遍，他和妈妈天刚亮就得
去，晚上回家八点多，一连锄
了好几天。妈妈右臂残疾，只
能干一会歇一会，潘浩扛下了
大部分活儿。潘浩说，去年大
雪，家里的桃树多数都冻死
了，如今地里的多是小树苗。

“今年的桃子也不值钱，上周拉
了好几筐子桃去集上卖，总共卖
了80块钱，更别谈利润了。”

刚吃过午饭，妈妈在一边
歇着，潘浩去喂院子里的两只
羊。这两只羊是家里一笔不小的
财产，只是家里并不舍得卖。

身上T恤，还是初
中时买的

坐在门口扇着扇子，潘浩白
色T恤的肩膀上的一个大洞露了
出来。“这两天事太多，没顾上
缝。”尴尬地笑了笑，潘浩说，这件
T恤是初中的时候妈妈给他买

的，“买了个大号的，可以多穿两
年，也没想到一穿穿了好几年，
过了这个夏天也就该退役了。”
抠抠后肩上的洞，潘浩打趣着。
在这个家里，母子相依为命，经
济收入全靠有残疾的母亲，潘浩
也从不要求太多东西，“妈妈也
没法出去打工，就靠种这两亩
地，现在能省点就省点，以后或
许会好的。”

潘浩不到一岁时跟着母亲
回到姥姥家，房子是舅舅的，种
的地也是舅舅家的。“他们都去

外地打拼了，妈妈出不去，就我
俩留在了家里。”在屋子里，属于
潘浩的东西最多的就是成堆的
高考复习资料。

“家里这个情况，能省就
省，钱能不花的就尽量不花
了。”潘浩说，在学校他能省则
省，一顿饭半份菜、两个馒头，一
个月300块钱生活费，除了吃饭、
买学习资料，潘浩基本不会再有
其他开销。“也多亏了学校的照
顾，每年有1000块钱的补助，也算
是解决了大问题。”潘浩说。

刚报完志愿就踏
上打工的路

在今年高考中，潘浩考了
519分，比本科线高出了80多
分。说起儿子即将上大学，消
瘦的妈妈也一脸高兴。只是这
个暑假，潘浩没有几天时间在
家陪妈妈了。

“这段时间除了忙活填志
愿的事，抽空帮着妈妈把地
里的活都干完，也得再想办
法赚点钱。”潘浩说，这些年，
两个人的生活都是靠妈妈一
个人支撑着，即将上大学，他
不想再让妈妈操太多的心。
从这个暑假开始，他要自己
想办法挣钱供自己上学。

7月6日上午填完志愿，下
午，潘浩就坐上了前往平邑县城
的大巴车，几天前，平邑阳光公
益志愿者协会的志愿者帮潘浩
在县城的一家烧烤店找了一个
暑期工的工作。“前两天去面试
了，老板让今天去上班。”6日下
午，刚下完雨，潘浩就要准备出
门，“老板人不错，管吃管住，一
个月能发1500块钱，争取干到学
校开学吧。”潘浩说。

帮帮寒寒门门学学子子圆圆梦梦
期期待待您您伸伸出出双双手手

今年高考，潘浩考了519
分。7月6日上午填完高考志愿，
等下午暴雨结束，潘浩就坐上
了大巴车去平邑县城打工。

潘浩家在平邑县武台镇西
武沟村，准确地说是他舅舅的
家，他与身有残疾的妈妈借住
在此十几年。潘浩懂得生活的
不易。在这个暑假，他要为自己
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做一些准
备，更要担起压在妈妈残疾胳
膊上的生活重担。

刘炜苹 记者 尹明亮 摄

考了521分的张孟园：

工工作作后后带带爸爸妈妈到到泰泰山山拍拍合合影影
本报潍坊7月9日讯(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常海月)
“能给这个家带来改变的只

有我上大学后尽快赚钱了。”
在屋里，张孟园说着自己对于
未来的构想，在屋外，爸爸妈
妈又因为钱的事拌起了嘴，

“贫寒人家的生活或许就是这
样，家庭中琐碎的矛盾都是在
围绕着那几分钱。”

在今年的高考中张孟园
考了521分。看着一墙的奖状，
张孟园描绘着自己的梦想，

“别人都说我的性格适合当老
师，我也想报个师范学校，当
了老师，在附近找个工作，不
离爸妈太远，寒假、暑假就去
做个支教的志愿者。”

在卧室的一面墙上，除了

张孟园的奖状，就是妈妈的三
张照片，一张背景是泰山，两
张是桂林山水，“妈妈从没有
出去过，这是在超市门口买东
西时免费拍的，回家就都贴墙
上了。”说起妈妈，张孟园微笑
着的脸上又泛起了一些酸楚，

“风湿、心脏病、乳腺囊肿……
身上的病我都数不清，乳房内
有几十个囊肿，因为家里经济
状况不允许，只动手术切了两
个大的。”

家里的收入来源全靠53
岁的爸爸，力有不逮也是爸
爸时常会发些牢骚的原因。

“爸爸早些年从工地脚手架
掉落，头部着地受过重创，
如今依然有后遗症，他纵然
想多挣些钱，但也是有心无

力。”张孟园说。
“其实我一直是个坚强的

人，我也相信靠自己的努力会
给命运带来改变。”张孟园说，

即将走进大学，她将来毕业后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爸
妈去旅游一次，“至少也要和
真的泰山拍张合影吧！”

潘浩 记者 尹明亮 摄

张孟园（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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