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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10岁，她就赶牛犁地
“山东哥哥”继续挺进贵州深山，资助畲族小姑娘

文/本报记者 张泰来 片/本报记者 周青先 发自贵州麻江

“前面没路了，下车步行吧。”2日，“山东哥哥”隋刚从贵州麻江县城出发，继续走向大山深处，经过两个

小时的跋涉，来到一个名叫茅坪村的山间村落。3年前，隋刚开始资助这里的一位畲族姑娘。

“好想你哦”，她一把拉住恩人的手
今天他要去帮助的是一位16岁

的畲族姑娘，在麻江县第二中学读高
二，名叫刘金芝。隋刚说，金芝家距离
县城只有大约20公里的路程。

汽车在弯曲盘旋的水泥公路上
行驶了15分钟，司机告诉记者，已经
到达茅坪村。金芝家就住在这个村
子， 但是汽车没有停下。

继续行驶40多分钟后，车子突然

停了下来。“不能走了，前面没路了，
下车步行吧。”司机突然说。

隋刚说，茅坪村下面还有好多
组，刘金芝家在上马石组，从这里到
她家还有相当远的路程。

随后，隋刚和记者开始步行。一
路上45度左右的陡坡占了一多半，有
些路甚至只有几十厘米宽，一阵小雨
过后，路上十分泥泞，稍不小心就要

滑倒。
上午12点，经过两个多小时的长

途跋涉，带着一身疲惫，两脚泥巴，在
大山深处的一座破旧的木房子里，
隋刚见到了金芝。整齐的刘海，大大
的眼睛，一件粉色上衣已经洗得发
白。“好想你哦！”看到隋刚，金芝放
下手头的活儿跑上前去，拉住他的
手。

父亲哮喘，她成了家里的第二支柱
金芝的父母都已年过六旬。妈妈

非常能干，里外都是一把好手。但是
父亲患有先天性哮喘病，别说是干重
活，就是闻到烟草味就喘粗气。家里
全部收入就是靠金芝母亲种田以及
偶尔采摘一些药材换些零钱。而据金
芝讲，其实她的母亲也患有冠心病。

从10岁开始，小金芝就承担了家

里一小半的农活。父亲体弱多病，她
成了家里的第二支柱。“我这个娃子，
人厉害得很，10岁就能赶牛犁地，什
么活都会干。”父亲刘仁义说。

“家里没收入，我每天都要吃五
六元钱的哮喘病药，没钱供他上学。”
说着说着，刘仁义忍不住抬手擦了擦
眼角，手被水车机削去两个指头，令

人心酸。
为了供刘金芝读书，刘仁义夫妇

想尽办法挣钱。有一年，他们跟县城
一家饭店达成协议，每天把自己田里
种出的西红柿供应给饭店，一斤5角
钱，一天能摘20斤，为了挣这每天10
元钱，夫妇二人轮流担着20斤重的西
红柿，来回走上6个多小时。

每月200多元资助，她才没有失学
这些微薄的收入无异于杯水车

薪。刘金芝初三那一年，眼看着学费
和生活费就要难以为继，面临着失学
的命运。

这时，“山东哥哥”隋刚出现了。
2010年，隋刚在与本报记者一起

走访贫困山区时认识了刘金芝一家，
当时他就被金芝的开朗好学感动，对

她家的困难十分同情，遂决定对她进
行资助。

“自从2010年的8月，我认识刘金
芝到现在，已经连续资助了她3年，每
月200元、300元地给她寄钱，有时也寄
一些学习资料。”自从第一次资助开
始，隋刚就与这个畲族家庭结下了缘，
从此每月按时给他们汇钱，这些钱帮

助刘金芝改变了辍学的命运。
“这些钱不多，但已经可以保证

刘金芝一个月衣食无忧，安心学习
了。”对于隋刚来说，每次在电话里听
见孩子的成长和进步，他的内心就会
涌起一阵满足感。

临走之前，隋刚又将500元钱塞
给金芝的父亲。

16岁的金芝已经是家里的一个壮劳力，驭牛耕田是一把好手。其实，早在6年前她就开始干这个活了。

在简陋的闺房里，金芝和普通城市女孩一样，也有自己的偶像。
金芝帮妈妈做家务。岁月的艰辛刻在了妈妈的脸上，

很多人以为这是祖孙俩。

认识刘金芝一家是在
2010年的8月，转眼三年过
去了，其间我曾两次来到
这个位于大山深处的家
庭，每一次到来，都有新的
体验，新的感受。

再次来到这里，有开心
也有担忧。让我开心的是，
与一年前相比，刘金芝变得
更开朗了，这也可能是因为
又长大了一岁吧。听着她对
我说“好想你”，我很高兴。老
师也说她学习有了很大进
步，考大学很有希望。

让人忧心的是，金芝
爸爸的病情似乎又加重
了，说不上两句话就喘粗

气，喉咙里一直“唧唧”作
响，如果遭遇什么变故，金
芝就只能辍学了。

再有一年刘金芝就要
高考了，我希望她能借助这
个机会到大山外面去看一
看，我也知道，到那时，这个
费用就不是我这每月二三
百元能够解决得了的，有谁
能来帮帮这个女孩呢？

除了刘金芝，大山里
还有千千万万的贫困孩
子，他们也像刘金芝一样
渴望读书，渴望外面的世
界，拯救他们命运的是谁？

隋刚口述 本报记者
张泰来 整理

“山东哥哥”扶贫日记

临走前，隋刚鼓励金芝好好学习，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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