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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22日讯(记者

董钊) 您的一分爱心，将改变

舟曲孩子的一生。即日起，本报

启动“‘山东哥哥’舟曲助学行

动”(助学热线96706)，旨在帮助

舟曲灾区家境贫困的孩子，让他

们的求学之路不再艰难。

8月7日，舟曲暴发了特大山

洪泥石流灾害，齐鲁晚报第一时

间派出记者。在那里，本报记

者看到很多孩子因灾难失去家

庭，影响了学业。同时，因48名教

师遇难，当地学校急缺教师。得

知这些情况后，本报紧急发起

“牵手灾区娃、支教援舟曲”活

动，并第二次派出记者赶赴灾

区，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接洽，

商谈支教、助学事宜。

“支教援舟曲”的倡议得到

了本报读者的热烈响应。从100

多名报名者中，舟曲县教育部

门选出了10名志愿者赴当地支

教。10名志愿者组成的“山东

舟曲支教志愿者服务团”目前

正在舟曲两所中学教课。同

时，有160多人报名一对一资助

舟曲的孩子。

近日，本报第三次派出记者

前往舟曲，探访当地受灾学生的

生活学习情况。据支教志愿者

们反映，这里的孩子在经历灾

难之后，更加渴望好好学习，

但家庭的贫困让很多孩子面临

辍学的困境。

为了帮助这些渴望学习但

家庭贫困的孩子，本报即日起发

起“‘山东哥哥’舟曲助学行动”，

为孩子们呼唤爱心捐助。

目前，本报记者正在舟曲收

集整理贫困学生名单，同时，本

报委托当地教育部门和支教的

志愿者们，挨个学校核实需要帮

助的贫困学生，完全名单将于近

日公布。

即日起，本报将再次开通助

学热线96706，欢迎爱心人士和

企业参与“‘山东哥哥’舟曲助学

行动”，让灾区的孩子不因灾害

而辍学，不因贫困而失学。

“山东哥哥”是本报今年5月

起推出的公益助学活动。在之前

的助学行动中，近2000名“山东

哥哥”报名，资助了贵州、北川、

玉树、山东、新疆的1500名贫困

学生。

舟曲孩子，等您牵手
“山东哥哥”再行动，助学热线96706即日起开通

我想
读书
文/片 本报特派记者 寇润涛

在舟曲，不少贫困学生的家里没有经济收入来源，他们的父母靠

在山上开垦几亩土地赖以生存。然而，贫困的家庭并没有磨灭孩子们

想要上学的信念，他们说：“我们希望留在学校，不再重复父母曾经的

生活。”

虽然已经放学，但舟曲县藏族中学初二学生杨

先主仍坐在教学楼前复习物理，他旁边的书包是父

母在他读小学时给他买的。

陈卓玛才让

等爷爷病好了，我想考清华
12月22日上午，在舟

曲藏族中学学生宿舍楼
旁，一个穿着黑色小棉袄、

留着小平头的男孩独自靠
着墙根蹲着。虽然不远处
的操场上传来同学们的阵
阵嬉闹声，但小男孩始终
低着头。

小男孩叫陈卓玛才
让，今年15岁。

“这个孩子从小到大
可真不容易。”来自山东的
支教老师秦健告诉记者，

陈卓玛才让家住舟曲县武
坪乡武坪村。1岁的时候，

小才让的父母离婚。从他
记事起，他的父亲就一直

在外面打工，一年回家一
次。小才让跟着爷爷和奶
奶一起生活。

秦健摸了摸小才让的
头说：“别想太多！放假回
家后继续好好看书！”小才
让点了点头，给秦健鞠了
一躬后向宿舍走去。

在小才让的宿舍，经过
秦健的一再询问，小才让讲
出了自己的担忧：“放假回
家后，家里又得为凑齐明年
上学的生活费而操心……”

小才让说，他父亲长
年在外打工，除去生活花
销，剩下的钱很少。而且他
的爷爷患有严重的胃病，

父亲挣来的钱大部分都为
爷爷买药和打针了。

“什么时候奶奶供不
起我上学了，我就不上了，

回家多一个人打工挣钱，

爷爷的病就能早一天好起
来。”小才让说着，眼泪一
直在眼睛里打转。

当秦健问起小才让是
否想过考大学时，一直坐在
床上的小才让突然站了起
来，说自己睡不着觉的时
候，经常躺在床上想这个
问题。他说：“老师，只要我
爷爷的病能好起来，我就
一心好好学习，将来考清
华！”

车桑吉

我喜欢英语，想考大学
今年15岁的车桑吉，

家住舟曲县铁坝乡古地
村。这是一个位于半山腰
的村子，全村人都靠种地
为生，很少有人外出打工。

学校即将放假了，车
桑吉在宿舍里收拾着自己
的衣服，两条布裤子、一件
洗得发黄的白衬衣、两件
夹克外套。“这两件是我考
入初中后，哥哥刚给我买
的。”车桑吉指了指其中一
件夹克和裤子说。

车桑吉家一共9口人，

生活来源全靠车桑吉的哥

哥车有财。来到车桑吉的家
中，在不足30平方米的土坯
房里，除了一张长条桌子靠
墙摆着外，看不到其他家
具。车桑吉的爷爷和奶奶躺
在床上。

车桑吉握着爷爷的手
说：“爷爷和奶奶今年都已
经90多岁了，由于年迈多
病，整天只能躺在床上，全
靠爸妈照顾着。”

车桑吉的父母是世代
在山上以耕种为生的农
民。车桑吉告诉记者，包括
爷爷、奶奶、父母、嫂子和两

个小侄子，全家任何一个人
想买点东西，都得从他哥哥
那里要钱。

“考上初中前，我曾想
过，如果成绩差，我就不上
学了，这样家里还可以省出
一部分钱来。”车桑吉说。

但是，车桑吉不舍得
放弃现在的学业。他说自
己特别喜欢学习英语，而
且他的英语成绩在班里也
是数一数二的，“如果能继
续上学，我将来一定考一
所好的专门学英语的大
学！”

小学生

牵手大姐姐
本报见习记者 王若松

“妈妈，咱们帮帮李梅

芳姐姐吧！”济南砚泉学校

三年级二班的小学生刘泽

睿听了李梅芳的故事后望

着妈妈的眼睛说。

22日一早，8岁的刘泽

睿因为感冒在齐鲁医院挂

吊瓶。为了不让生病的孩子

感觉无聊，小泽睿的爸爸特

意去买了份《齐鲁晚报》。

“舟曲有个小姐姐叫李

梅芳，今年14岁，她家里很穷，

每个月的生活费仅有50多元，

除去买书、笔等学习用品外，

都节省下来，当作回家的车

费……”妈妈动情地给小泽

睿念着本报A06版上《鞋子磨

出洞也舍不得换》一文。

“妈妈，李梅芳姐姐好

可怜，咱们帮帮她吧！”小泽

睿说。

上午10点，小泽睿的妈

妈段希娟给本报打来电话，

“梅芳现在上初中，我们想

先把初中的费用给她汇过

去，让她继续读下去，等上
高中的时候也继续保持联

系。”

下午4点左右，段女士

已经和舟曲藏族中学的校

长助理杨斌取得联系，捐助

将以汇款的方式存到学校

的账户上。

2010年12月23日 星期四 编辑：葛亮 美编：刘冰霖 组版：刘燕

李梅芳在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