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壹读 A03-A05

2013年9月21日 星期六
本版编辑：申慧凯 美编：石岩 组版：洛菁

最最无无助助时时用用帮帮助助别别人人温温暖暖自自己己
她未满18岁就辍学养家，做义工3个月又在义工帮助下返校园

10日下午5点多，下了课的
王燕用手机登录QQ，在公益群
里和大伙打起了招呼。说了不
过三句话，她就赶着去学校食
堂勤工俭学。在学校老师协调
下她午餐和晚餐在学校食堂帮
忙，可以免去两餐的费用之余，
每月还能挣点零花钱，到校第
二天王燕就“上岗”了。

晚上6点10分，和大家开了
几句玩笑，王燕匆匆赶去上课。

“讲课进度有点慢，一节课讲的
我十分钟就背完了。”考虑到力
气大，王燕选择了中西面点专
业，和比自己小的同学一起上
课，她多少有点不适应。

更多时候，王燕都在回忆
以前初中的日子，和同学打赌，
请假回家照顾爸爸还有疯狂为
中考拼搏的日子，突如其来的
入学让她觉得幸福的同时也有
点不好意思地接受。

老师在得知情况后，特意
叮嘱她生活上有需要可以随时
提出来，她只是低下头淡淡说
了句“没什么问题，我都能行”。
同学帮忙整理床铺和柜子时，
她也不好意思地冲上前抢着自
己干。不爱给人添麻烦的王燕
不好意思把谢谢说出口，只在
告别时抱着义工哭了又哭。

这一切是当初选择做义工
时王燕所没想到的，受过苦、被
迫辍学后选择加入义工队伍，
她只想尽自己所能帮帮那些绝
望和无助的人，但也因为这个
朴素的举动使她赢得了更多人
的关注。

9月27日就是王燕满18周岁
的生日，她说没工夫细想以后
要做什么，但她明白要珍惜眼
前的机会，“只有把自己变得更
强大，才能帮更多需要的人”。

本报记者 孙淑玉

“自己强大
才能帮别人”

突然重回上学路，走
在安静的校园里，王燕有
点回不过神来。

这个不满18周岁的
姑娘为了照顾母亲，辍学
到烟台打工，只因为懂得
贫困带来的绝望，想要为
别人做些什么。就在下了
班赶着照顾莱州脑瘫双
胞胎小哥俩，调休专门去
看望孤寡老人，用帮助别
人来温暖自己、传递爱心
的同时，她没想到，有一
天自己的生活也会被爱
包围，烟台的义工不仅让
她找到家的感觉，更助她
重返校园。

9日上完一上午的理论课，
王燕依然有点回不过神来。可
她不敢放松一刻，除了吃饭、勤
工俭学，她都在认真听课，仅在
放学后悄悄发回短信说“还算
适应”，并调侃同学太小，最小
的才不过14岁。

为了不让王燕分心，鼎丰
助学服务队龙口分队义工承诺
帮忙照顾其多病的妈妈，10日

上午义工一行已带着生活必需
品到家中探望。而烟台一家馒
头连锁店承诺王燕假期可以随
时打工，月工资不低于3000元。
甚至担心王燕学习不便，张圆
苹还送出了个人的上网本。

“认识这些人，做义工的这
些点滴真的很开心。”9日到学
校报到当天，王燕随身的纸袋
子里还装着义工服，大家给她

凑的3900元生活费也塞在义工
服口袋里。安排妥当上学的一
切后，她还在惦念中秋节跟随
大家一起给孤寡老人送月饼。

16日，返校一周多的王燕
很快和同学打成一片。忙着上
课的她也没忘继续公益路，同
学生病，靠大伙接力凑钱上学
的她想都没想一下掏了300元，
这也是她身上所有的现金。

上学第二周，为同学捐出身上所有现金

中秋节当晚，和别人回家
团聚一样，王燕来到义工妈妈
张圆苹家里。已经开学半个月
的她辗转反侧，回忆着重返上学
路时的情景。9日上午，山东省城
市服务学院最后一拨新生入学，
守着大包小包行李等待安排的
王燕站在人群中并不起眼。前来
相送的两男一女不时帮她整理
衣物，很少有人能想到，他们都只
是义工，而非王燕的家人。

在学校老师的帮助下，王

燕一切收拾停当准备上课，整
个过程中她几乎没怎么说话。
临别时，王燕突然搂住扬帆助
学服务队的队长薛志伟和烟台
鼎丰助学服务队队长张圆苹，
深埋下头无声地哭了。这两个
性格全然不同的队长，王燕私
下称她们“妈妈”。

一年前，王燕狠狠努力一
把考上了高中，但爸爸因病过
世，妈妈身体不好无力负担高
昂的学费，让她没机会再读下

去。无奈的王燕撕了录取通知
书来到烟台，打工挣钱养活体
弱的妈妈。一年后，重返上学路
那种不知所措的幸福感，仍让
王燕难以置信。

在帮助王燕争取到城市服
务学院最后一个免费入学名额
后，烟台当地三个义工组织联
动跑起了接力赛：赶在6日一天
办好所有证明手续，8日晚凑在
一起和她吃团圆饭，9日一早大
家又扮成家人送她上学。

头天上学，抱着俩“妈妈”哭了

在上学之前，这个不到18
岁的姑娘除了埋头工作挣钱养
家外，很少被人注意，也根本不
会有人想到下了班就匆匆离开
的她，只是为去做义工。

与此相反，在烟台当地的
义工QQ 群内，王燕相当“出
名”。

王燕被本报公益群内网友
熟识，源于莱州的双胞胎脑瘫

小哥俩。本报曾在今年5月31日
发起为12岁的刘学友、刘学成
兄弟俩募集手术费，帮他们实
现奔跑梦，连续报道后小哥俩
的情况牵动了热心市民的心。
上班时无意从报纸上读到小哥
俩的情况，王燕悄悄加了本报
公益群持续关注，8月上旬小哥
俩来到烟台进行手术，住院期
间她每天下班后都会给俩孩子

买晚饭、带玩具，守在床前照顾
到很晚。

连续多日陪伴，让王燕在
群里出了名，大伙想知道小哥
俩的情况都会找她。陪伴小哥
俩的近一个月时间内，王燕和
很多义工也熟了，慢慢地，除了
照顾小哥俩，她还会在周末休
班时参与看望孤寡老人、带贫
困生一日游等活动。

上班埋头赚钱，下班身份是义工

一年的时间内，先后换了
三份工作，辗转打杂、销售等多
份工作，王燕才勉强在烟台站
住脚，靠自己稚嫩的双手支撑
母亲的生活。义工中也极少有
人知道，这个爱说爱笑的姑娘，
在辍学打工养家最无助的时
刻，选择帮助别人来温暖自己。

一次聊天中，薛志伟问到
在龙口读高中需要救助的孩子
时，王燕脱口而出：“那是我同
学。”尽管被追问她为何小小年

纪不读书，王燕搪塞再三也不
肯道出实情。

转机发生在9月5日，意外
地从义工口中得知王燕的情况
后，张圆苹立即找薛志伟商量
起王燕复学的事。想到有学校
可以提供免费上学名额，薛志
伟连夜联系学校负责人，敲定
名额已是申请的最后一天。

6日一早，福山慈善义工队
队长初汉青撇下店里的生意，
开车带着王燕赶回龙口老家开

各种证明。推开王燕家门的一
刻，这个中年男人被眼前的景
象惊住了，三间平房塌了一间，
几件家具凌乱散落着，仅50岁
的王燕妈妈头发花白，看上去
将近70岁。

好不容易找到村委负责人
办好贫困证明，一行人又马不
停蹄地赶到镇里找当地民政部
门盖章，这一切忙完已经是下
午4点多。看着上学的事情落
实，大伙终于松了一口气。

倔强好强，家里贫困却从未告诉别人

文/本报记者 孙淑玉
片/本报记者 韩 逸

▲重返中断了一年的上学路，王燕（右前）心里非常高兴，而新同学也帮她拿起了行李。

上学时，王燕随身的纸
袋子里装着义工服，大家给
她凑的3900元生活费也塞在
义工服口袋里。

当事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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