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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修从涛) 8月8日，本报C19
版报道了一康复中心的聋哑
儿童希望有台语言复读机练

习发音的消息，不少热心读
者纷纷致电表达关切。15日，
康复中心的孩子们将会收到
圆梦礼物，明湖珠宝城和尚

玉珠宝不仅为他们准备了语
言复读机，还将给孩子们每
人送上2套新衣服。

在省城北部的一家听觉
言语康复中心里，有88名特
殊的孩子，他们都患有听力
障碍。这些聋哑儿童的家庭
倾尽全力为孩子做治疗，佩
戴一个普通的助听器就要花

本报张刚大篷车与明湖珠
宝城和尚玉珠宝主办的“梦想快
车”活动开始以来，收到不少读
者打来的圆梦热线。连日来，本
报记者对这些寒门学子进行了
探访，了解他们的梦想，帮其圆
梦。如果您身边有这样的孩子，
请拨打热线96706126告诉我们。

本报8月13日讯(记者 林媛媛 实习
生 陈帅) 陪伴了大家17天之后，世人瞩
目的伦敦奥运会结束了。13日下午，本报
奥运号外“金牌快报”最后一期也与读者见
面。很多心急的读者第一时间赶来，领取早
已电话预订的全套奥运“金牌快报”。

13日下午2点钟，很多心急的读者就
已经来到了领取地点，其中不少读者还是
从外地坐火车来的。“我是菏泽的，上午坐
火车来的，拿了号外接着坐火车回家。”热
心读者武长德说，他在奥运会开始之后第
二天就打电话订了这套号外，可是却一直
看不到，急坏了。“听说今天号外就能领了，
我一天也不愿意等了。”

大家在焦急等待之后，由于闭幕式凌
晨很晚才结束，最后一期号外姗姗来迟。工
作人员赶紧把号外组成套，按照先后顺序
发放到读者手中。很多读者拿到号外之后，
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先仔细欣赏一番。

“很漂亮，内容好，印刷质量也不错。”几位
读者一边整理着号外，一边议论着刚刚结
束的奥运赛事，聊得眉飞色舞。

“我不光自己订了这套号外，还发动很
多亲戚朋友都订了。这次我来不光领自己
的，还要把他们的也顺便捎回去。”来自历
城区的热心读者宋丽霞一下子就领了6套
号外。领了号外之后，宋丽霞小心翼翼地平
铺在地上，把每张号外都捋得整整齐齐，然
后卷成筒，用报纸包起来。“这个号外拿回
家主要是留作纪念，打算长时间保存，所以
不想让号外有一点残缺，最好连个褶子都
没有，否则心里觉得遗憾。”整理好之后，宋
丽霞才把号外装在早已准备好的大包里带
走。

一下午的时间，100多套号外被领走，
领取的读者中既有花甲之年的爷爷奶奶，
也有20岁出头的大学生，他们共同的特点
就是喜欢体育，关注奥运。“跟晚报建议一
下，以后的奥运会还要做号外，到时候我再
订一套。”一位读者临走时乐呵呵地说。

“梦想快车”圆梦行动在继续

他们都实现了小小梦想
文/片 本报记者 修从涛 尹明亮

为寒门学子
圆梦，“梦想快
车”在行动，课外
名著、电子琴、电
脑……在记者近
日的探访中，一
个个困难家庭孩
子的梦想牵动许
多 爱 心 人 士 的
心。13日下午，张
刚大篷车与明湖
珠宝城和尚玉珠
宝的工作人员一
起，为这些孩子
送 去 一 份 份 礼
物，圆了他们的
小小梦想。

明天，为聋哑儿童 送去30台复读机
“梦想快车”还为他们每人准备了2套新衣服

外地读者乘火车

来领本报奥运号外有了新书包和期盼已久的电脑，小佳奇甭提多高兴了。

格特别提示

把你的梦想
告诉我们

低保家庭里 考出高分大学生
高额学杂费让母女俩犯愁
本报记者 王倩 实习生 蓝孟莹

13日下午，大批读者来到本报编辑部，
争先购买奥运号外留作收藏纪念。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去上万元，而要做耳蜗手术的
话则要花10万多元。

高额的治疗费已经累垮
了不少家庭，尤其是那些来自
农村的困难家庭，两地奔波为
孩子做治疗，已无力再为孩子
添一台语言复读机，有的孩子
甚至一年到头只穿一身衣服。
这些聋哑儿童的家庭遭遇得

到不少热心读者的关切，有的
读者致电本报表示愿意为孩
子们捐款捐物，还有的读者表
示将去康复中心为孩子们做
义工。

本报张刚大篷车与明湖
珠宝城和尚玉珠宝联合主办
的“梦想快车”活动已为众多
困难家庭的孩子圆梦。15日，

康复中心的88名聋哑儿童也
将收到明湖珠宝城和尚玉珠
宝准备的圆梦礼物。“我们给
来自农村困难家庭的孩子准
备了30台语言复读机，为康复
中心的88名孩子每人准备了
春夏2套新衣服。”明湖珠宝城
的丁先生说，这些孩子可以穿
上新衣服了。

白佳奇：

有了电脑写作业方便了

新书包、新文具，13日下午，
当记者一行人来到白佳奇家里
时，工作人员手中的礼物让他兴
奋不已，打开屋门，说了声“谢
谢”，便跑到屋里把妈妈拉了出
来。

当记者把热心市民孙先生捐
赠的电脑打开时，小佳奇兴奋得
不知道说什么好。虽然电脑不是
新的，但佳奇聚精会神地摆弄着，
还教起了妈妈。从明湖珠宝城工
作人员手中接过500元助学金，小
佳奇的妈妈激动地说：“有这些钱，
就可以给孩子连上网了，以后查
资料、写作业啥的，在家就可以，也
不用老去同学家写作业了。”

张雨欣、高秀秀：

不用再去书店“偷看”了

13日下午，记者来到张雨欣
家的时候，她和同学高秀秀正在
屋里写作业。当工作人员将两套
包装精美的四大名著递给她们
时，两位小姑娘脸上笑开了花，接
过书就迫不及待地翻阅起来。

张雨欣和高秀秀是同班同
学，从小跟随在旧货市场收废品
的父母生活。由于父母收入微薄，
很少能读到课外读物。这个暑假，
读《三国演义》是她们的暑期作
业。但因为借不到《三国演义》，她
俩经常跑到附近的新华书店“偷
看”。

听说两位从未出过远门的
小姑娘还想去看大海，明湖珠宝
城和尚玉珠宝的工作人员表示，
她们的愿望不久就会实现。

李媛：

拿到电子琴就弹奏起来

“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
好……”13日下午，工作人员来
到李媛家，她给大家唱了拿手歌
曲《沂蒙山小调》和《我的祖国妈
妈》，歌声婉转悠扬，悦耳动听。

李媛喜爱唱歌，每天清晨起
来都会先吊吊嗓子，她也喜欢弹
奏电子琴，但是由于家庭经济条
件限制，她只能眼瞅着书上的曲
谱发呆。当工作人员将一个新书
包和一台崭新的大电子琴送到她
手上时，李媛掩饰不住内心的喜
悦，拆开包装插上电源，找到曲谱
就弹奏起来。李媛说，这是她收到
的最珍贵的礼物。

在济南七里堡

小区，一对相依为

命的母女，依靠低

保和母亲给别人打

零工赚来的几百元

钱艰难度日。就是

在这种环境下，争

气的女儿在今年高

考中考出了614分的

好成绩，被山东财

经大学录取，但7000

余元的学杂费成为

压在母女俩头上的

一座“大山”。

母女两人相依为命

每天早上 5点 30分，她
悄悄从床上爬起来，默默洗
漱完以后轻轻关上房门，生
怕吵醒母亲。6点钟，她准时
离开家，乘坐第一班公交车
出门。

她叫李妍，今年18岁，是

一名地地道道的济南姑娘。
今年暑假期间，她有了一个
特殊的身份——— 食堂服务
员。

每天当李妍下班时，天
色已经暗下来了。正常情况
下，她18点30分下班，回到家
已经19点多了，如果要加班，
她还要在单位多干两个多小
时。回到家里，李妍恢复了她

的另一个身份，一位单身母
亲的女儿。

“我女儿今年刚刚以614
分的成绩考上了山东财经大
学。”李妍的母亲郑翠莲笑着
告诉记者，“刚刚考试完没几
天，她就出去找工作挣钱。家
里没有太多收入，孩子也挺
懂事。”郑翠莲告诉记者，在
这个家中，只有她们母女两

人相依为命，女儿也是她生活下
去的动力。

曾经有个幸福的家

李妍的父母结婚时，两个人
关系十分融洽，做了点小买卖，
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并在2000年
花8万元在七里堡小区买下了一
套一室一厅的房子。

李妍的降生，给这个家庭带
来了很多欢乐。“小时候家里的
生活挺好的。”李妍说，“但是到
我念初中的时候，生活开始慢慢
发生了变化。”

2008年，银行上门向李妍母
女讨要欠款，说要是不如期还
钱，就只能把房子拍卖掉。母女
俩这时才得知房子被抵押的事
情。“我们母女俩就这么一套小

房子容身，房子卖了连个住的地
方都没有。”郑翠莲说。随后，法
院判处李妍父母离婚，房子归郑
翠莲，而数万元钱的债务和抚养
孩子的重担都压在了郑翠莲的
肩上。李妍的父亲“消失”了，法
院判处的每个月300块钱抚养
费，也成了一张空头支票。

郑翠莲无奈地说：“我身体
不太好，有心脏病，心率每分钟

只有四十多下，干不了重活，哪
怕是夏天天气潮湿，或者是感觉
到压力大，都会胸闷、喘不上气
来。”就这样，依靠每个月不到
500块钱的低保和打零工维持生
活，把李妍拉扯到大。

上了大学还要打工

艰苦的生活没有把李妍打
倒，她在中学学习十分刻苦，今
年考出了比较理想的成绩，考上
了梦寐以求的大学。

“考上大学就好了，我一个
人拉扯她这么多年都过来了，再
坚持这四年，以后就会慢慢好起
来的。”郑翠莲说。

但高考录取通知书为这个
家庭带来了未来的希望，同时也
带来了一丝忧愁。学费、住宿费、
课本费和杂费同样不是一个小
数目，7000多元对于这个捉襟见
肘的家庭来说，是心里的一块大
石头。

“平时遇到困难，都是亲戚
拼拼凑凑把钱给凑齐。”郑翠莲
说，“但是这一次，只能先去借
一借，开学了去办一个助学贷
款。”

提到大学生活要怎么规划
的时候，李妍搓着手腼腆地说：

“就是好好学习呗。”大学里还
有很多勤工俭学的机会，李妍
说，先好好学习，再利用课余时
间打工，未来都会慢慢好起来
的。

格相关链接

“我们想资助10名今年考上
大学的贫困学子，一直到大学毕
业。”本报张刚大篷车“梦想快
车”启程后，山东恒协经贸有限
公司致电本报，承诺拿出40万元
助学金，启动“梦想快车——— 准
大学生专列”，帮10名贫困学子
完成大学学业。

▲由于房子太小，李妍的住
处显得很乱。 李军 摄

虽然家境困难，
但母女俩都很乐观。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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