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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C03

考取山科大，一年6000余元学费犯了难

杨紫君：骑三轮卖菜挣学费
文/片 本报记者 李泳君

本报枣庄8月12日讯(记者
张旋) 本报8月8日报道了孤儿
徐彤考上大学，七旬养父无力负
担的事情后，在读者中间掀起了

一股爱的热潮。不少市民纷纷打
来电话表示想要帮助她。12日上
午，78岁的许崇英老人带着2000

元爱心款和慰问品专程从薛城
区赶到市中区徐彤的家来看望
她。

许崇英老人在电话中告诉
记者，看到徐彤的报道后她就一
直想要来看看孩子和她父亲。

“我看完报道就流泪了，这孩子
太让人心疼了，我一定要帮助
她。”许崇英老人说。据许崇英老
人介绍，她的儿子也捐助过学
生，这个孩子的事情很让人感
动，自己都没有和家里人商量就

决定捐助了。在记者与双方协商
后，许崇英老人决定周末来看望
徐彤。

12日上午，许崇英在一位亲
戚的陪伴下坐车赶到市中区。记
者见到两位老人时，老人站在路
边等候着，身边放着送给徐彤家
的一桶油和一盒蜂蜜。在记者的
带领下，两位老人带着慰问品前
往徐彤的家。因为老人脚踝处增
生，走路时总感觉疼。而徐彤家
在曲折的小巷中，有些台阶对于
老人来说相对吃力，许崇英坚持
着走到徐彤家。

看到徐彤和她父亲居住的

出租屋，老人不禁感叹孩子生活
太艰苦了，并将慰问品和2000元
现金交到了徐彤的手中。老人坐
在马扎上和徐彤及她父亲聊起
家常，并宽慰徐彤父亲，孩子很
争气，一定会有好心人一起来帮
助她上完大学。在聊天中，老人
因为心疼徐彤，几度落泪。徐彤
也被深深感动，决心好好读书，
不枉老人的关爱。

临走时，许崇英老人让徐彤
将电话写在了自己随身携带的小
本子上，并告诉徐彤上学期间的
生活费她也会多多少少添补些
的，以后有困难就给她打电话。

78岁的许崇英老人专程从薛城到市中区看望徐彤

争气的孩子大家都愿帮

0632-8880110、0632-8881010

两条热线

搭起助学爱心桥

本报枣庄8月12日讯(记者 张旋)

为帮助贫困准大学生解决燃眉之急，顺
利进入大学，本报启动了“大爱枣庄”助
学活动。活动开启以来，众多爱心人士和
寒门学子纷纷打来电话咨询。即日起，本
报将增开一部助学热线电话 0 6 3 2 -
8881010，供市民拨打咨询。

由于家庭的贫困，每年都会有些学
生考上大学却没有能力去读，与大学校
门擦肩而过。“大爱枣庄”助学活动启动
后，将通过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的捐助，
使得品学兼优，坚强阳光的寒门学子如
愿大学梦。

即日起，凡是枣庄市符合条件的寒
门准大学生，均可拨打0632-8881010和
0632-8880110两部助学热线报名。爱心人
士和企业也可拨打进行咨询，献出您的
爱心，帮贫困学子渡难关。

8月5日，家住枣庄市薛城区常庄镇西姚山村的高三毕业生杨紫君，收到了来

自山东科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高中三年的拼搏与奋斗，终于有了回报。全家人高

兴之余，也为她一年6000余元的学费犯了愁。杨紫君的父亲杨其国下定决心，不管

家庭怎么困难，哪怕砸锅卖铁也一定要让女儿读完大学。

没钱盖房子，全家住在蔬菜大棚里
初次见到杨紫君，19岁的她

显得非常坚强和乐观。她家本来
在西姚山村一条路边建有三间
瓦房，由于修公路被占掉，这几
年，一家人只能住在蔬菜大棚的
一角。“家里经济能力有限，没有
钱盖新房，一家人只能住在这
边。”12日中午，杨紫君的父亲杨
其国从某木门厂忙完之后，回到
家吃午饭。伙食非常简单：一盘
豆角炒辣椒，外加几个煎饼。“女
儿非常懂事，高考完之后家里的
饭菜都是她做的。”吃着饭，杨其

国谈到女儿显得非常自豪，“孩
子争气，从小到大成绩都非常优
秀，由于成绩突出，小学的学费
被免掉，自从上了高中孩子每天
学习都会到很晚，能考出这样的
成绩很不错。”

记者看到，杨紫君的家就住
在蔬菜大棚的一角。周围是用大
砖垒起来的墙，高不过两米，房
顶是用草苫子和石棉瓦加盖而
成，房屋里显得非常阴暗和潮
湿，一家人就挤占在这个大棚一
隅。墙西边大棚里种植了一些辣

椒、黄瓜等农作物。“刚住进来的
时候，还是土质墙体，前一段时
间下大雨墙被冲塌了，然后政府
补助了点资金，我们就买了些大
砖盖起来了，但是屋顶上的油纸
上现在还堆满了雨水。”

杨其国告诉记者，多年来，
他们一家人主要的经济来源就
是靠种植两个大棚维持生活，除
去化肥、农药等支出，一年下来
到不过能收入五六千元。“干这
个活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我和
孩子她妈搞大棚种植蔬菜，我想

干点其它的活儿，增加点收入，
但是太操心，根本就脱不开身。”

自从高考结束之后，杨其国
夫妻俩就开始忙着筹集学费，受
各种因素影响，今年种蔬菜大棚
利润非常低。为了尽快筹集学
费，夫妻俩放弃大棚种植，由于
没有其他生存的技术，只能干一
些力气活。杨紫君的母亲就到一
家酒店洗碗、刷盘子干起了零碎
活儿，一个月仅仅千余元，父亲
杨其国就到了一家木门厂干起
了体力活，工资也寥寥无几。

卖菜路上差点中暑晕倒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家境困

窘，使得杨紫君从小就学会了独
立生活。炒菜、洗衣服、做饭现在
对她来说已是轻车熟路。中午的
时候，趁着杨其国在吃中午饭，
杨紫君就忙着洗父亲换下来的
衣服。“白色的衣服非常难洗，要
洗干净非常费劲儿。”一边洗衣
服，杨紫君一边笑着告诉记者。

高考结束之后到现在已经
两个月了，杨紫君本来想在暑假

期间找一份零工，但是又怕时
间太紧。为了挣点学费，也为
了帮父母干点活儿，她便帮着
父母卖西红柿。“中午一点的
时候去大棚里面摘新鲜的西红
柿，到了下午三点左右就出去
卖。”每次出去，她都是独自一
个人骑着一辆三轮车，拉着几
百斤的西红柿到附近的市场，
有时候天黑了她还是坚持把它
卖完，除了卖西红柿，她也偶

尔去卖黄瓜和辣椒。
“西红柿刚上市不久的那

几 天 ，一 天 最 多 能 挣 五 六 十
元，少的时候也卖十几元。”因
为前一段时间天气炎热，有一
次带着几百斤的蔬菜出去卖，
劳累加高温，杨紫君在路上差
点晕倒。“卖蔬菜也是一种乐
趣 ，我 比 别 人 学 会 的 东 西 更
多，也更能锻炼我。”在杨紫君
看来，卖蔬菜也让她更早地接

触到了社会，同时也体会到了
挣钱的不容易，也让她变得更
加乐观和坚强。

“我觉得经历对我来说，
就是一笔财富，我会好好珍惜
的，父母也不容易，能帮爸妈
分担点就好。”等到西红柿下
市之后，也离开学不远了，这
几天杨紫君就在家里帮着父母
洗衣服、做饭，照顾父母的生
活起居。

杨紫君在蔬菜大棚里摘辣椒。

许崇英（左一）将2000元钱交
给徐彤。 本报记者 张旋 摄

格父亲的决心

砸锅卖铁

也要供女儿读书

8月5日，杨紫君收到山东科技大学
的录取通知书，她被该校测绘科学与工
程学院测绘工程专业录取。“我喜欢这
个专业，别人说这个专业是男孩子学
的，但是我还是选择了这个。”杨紫君笑
呵呵地告诉记者，但是在她拿出录取通
知书看的那一刹那，她的眼里除了欣
喜，还闪过一丝忧虑。

“有时候我睡觉的时候，就听见我
爸妈在商量帮我筹集学费的事儿，说实
话，这么高的学费短时间内筹集好，挺
难为我爸妈的。家里收入有限，我很理
解父母的难处。”按照学校的规定，杨紫
君需要在8月20日前将6000元钱的学费
打到学校的账户上。

杨其国家里需要花钱的地方除了
应酬，主要就是为了两个孩子，除了杨
紫君之外，她还有一个正在上中学的妹
妹。“我妹妹也挺节俭的，每个月家里只
给她300元钱的生活费，但是每次回家
她都把花不完的钱还给父母。”

从小到大，杨紫君的成绩一直名列
前茅，非常出色。杨其国说，刚开始的时
候她的奖状发下来，还挂在墙上，但是
后来奖状和优秀证书越来越多，也就不
稀罕了。之后就把它们放到床底下。这
次杨紫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家里
人也非常欣慰和自豪。

“既然孩子考上大学了，我就下决
心供孩子读大学，这么多年了，家里人
一直都很支持她，能走到这一步也很不
容易。现在我就打算先向亲戚借点钱，
多筹集点，争取先把这次的学费凑够
数。只要孩子想读书，哪怕是砸锅卖铁
我都要让她上。”在父亲杨其国眼里，孩
子有出息，才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对于未来，杨紫君充满了期待和憧
憬，“大学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我希望将
来还能读研究生，我喜欢读书。”整个采
访，杨紫君一直面带微笑，充满坚强和乐
观。

被大学录取，杨紫君非常高兴。

学子档案
学子姓名：杨紫君
高考成绩：586分（理科）
录取学校：山东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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