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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珍梅

母亲患上肾病
家中无人照顾

带着母亲上大学，这是张龙在高
考结束后就做下的决定。

今年17岁的张龙来自临沂市罗
庄区，在今年高考中，他以592分的
好成绩考入了中国石油大学地球物
理专业。

9月4日是石大新生报到首日。与
众多有着强大亲友团阵容陪伴报到的
新生不同，张龙则是带着坐在轮椅上
的母亲前来学校。

“我妈妈身体不好，家里没人照顾
她，我不能丢下她。”说起自己所处的
困境，这个微胖得有些可爱的男生平
淡地描述着。

几年前，张龙的父母离异，他跟着
母亲生活。为了挣钱养家，张龙的母亲
张祥娥来到临沂市罗庄区，在建筑工
地上打零工。张龙也从汶上老家来到
了临沂。

“我觉得以前我们母子俩生活
得也挺好。直到妈妈生病了，生活彻
底改变了。”三年前，张龙的母亲张
祥娥突发疾病，全身疼痛浮肿，被确
诊为肾病综合征，必须长期卧床。得
知张龙的情况后，当地一家爱心医
院给张祥娥免费治疗。尽管情况有
所好转，但张祥娥还是得长期服药，
且要拄拐才可以行走。

母亲患病三年来，还在读高中的
张龙早早地扛起了家庭重任。他不仅
要照顾母亲的生活，也不能落下学习。

即便在这样的生活重压之下，高
考中他还是考出了592分，被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录取。

孩子考出了好成绩，对大多数家
庭来说，这是一件大喜事。可是，对张
龙一家来说并不尽然。张龙去上大学
了，谁来照顾母亲呢？张龙下定决心，
带着母亲一起来上大学。

报到后还没租到房
暂时住在旅馆里

9月4日报到后，张龙和母亲暂时
住在学校附近的一家旅馆里。

“我们可以在这里住7天，费用是
临沂的爱心协会资助的。”张龙告诉记
者，因为母亲患病后，家里断了经济来
源。相关政府部门、社会志愿者、学校、
老师的帮助都给予了他帮助，他非常
感激：没有他们的资助和帮助，很难渡
过难关。考上大学后，当地多家爱心企
业共同为他资助了四年的学费。

不过，由于母亲要长期服药，而且

每个月的药费高达2000元。“因为没有
住院，不好报销。我们想申请慢性病医
保报销，但又办不出来。”为了支撑这
个家，今年暑假张龙每天奔波于罗庄
和河东两个辅导班做助教。如今跨入
大学的门槛，张龙决心在不影响学习
的情况下，做更多的兼职。

“我现在最着急的是没有房子住。
只要租一间就行，我妈妈睡床上，我睡
地板。最好有独立卫生间和洗衣机。”
张龙说，目前他每月能承受的房租价
格是500-600元。9月4日下午到达学
校后，在一名学长的帮助下，张龙去学
校周围看了看房子，但并没有找到合
适的。

学校准备爱心礼盒
还将提供助学岗

因为母亲住在旅馆无法做饭，出
门又不方便，9月5日的早饭和午饭，
都是张龙从食堂买回去给母亲吃。不
过，5日下午，因为新生进入军训状
态，进出校门管理严格，直到晚上6点
多，张龙也没有给母亲送上饭。“晚上
7点还要开会，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
弄呢。听说得跟教官请假。”张龙也有
些不知所措。

“当时我决定带妈妈来学校，没考
虑到这些可能遇到的困难，但我会尽
力克服的。”张龙称，大学期间他还有
创业的想法——— 自己想开一家小型的
家教辅导机构。一方面自己有这方面
的经验，另外罗庄区当时说如果在当
地办班可以给予资助。”尽管人生实
苦，但面对现实及未来，张龙坦然接
受、积极乐观。

不过，对于儿子，这位患病的母亲
却称自己很歉疚。“儿子是妈妈的骄
傲，而妈妈却成为他的负担。”

“都是我不好，拖累了儿子。清华、
北大一直都是他的梦想，而且他考入
高中时全区排第二。都是我生病之后，
分散了他太多的精力。”张祥娥哽咽着
说，其实来青岛之前，她也纠结过。张
祥娥怕连累儿子，想回自己的娘家去。
但娘家房子很紧张，住不开。自己的弟
弟又上有老下有小要照顾，过去也会
给他们增加很多负担。最后在儿子的
坚持和开导下，她还是跟着过来了。

得知张龙的情况后，石大地球科
学与技术学院汤老师表示，对于家庭
有经济困难或者特殊情况的新生，
学校为他们准备了爱心礼盒，并且
将在军训期间，帮助学生办理千余
元的临时困难补助。贫困大学生还
可申请最高3000元的国家助学金。
除此之外，学校还会为他们提供勤
工助学岗位，帮助学生自食其力完
成大学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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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身体不好，家里没人照顾她，我不能丢
下她。”9月4日，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迎新现
场，一名推着轮椅前来报到的新生显得有些与众
不同。其他新生是家长送孩子，而他是带着家长来
上学。

这名新生叫张龙，他是石大地球科学与技术
学院地球物理专业的学生，轮椅上坐着的是他的
母亲，即将与他在青岛共同生活四年。

张龙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租一间房子，安顿
好妈妈。

为了帮衬家里，张龙高考后在辅导机构打工挣钱。（资料片）张龙和他的母亲在暂时的住所内。 本报通讯员 张嘉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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