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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农民老王的骄傲事儿：

““我我们们家家出出了了七七个个大大学学生生””

一家7个大学生
18日，记者一路辗转打听，

终于找到了老王的家。
在路上，记者心中一直在犯

嘀咕：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三
十几年的时间里，陆续出了7个
大学生。这些年来，两位老人举
全家之财力倾注在孩子的学业
上，房屋是否已落败不堪？两位
老人是否累得已经白了头、弯了
腰？

骄阳似火，老王与老伴闻声
出门相迎，老两口身体硬朗，面
带笑容，农家大院干净宽敞，推
翻了之前的想象。

看得出来，老王特意换上了
一件白衬衣，一条洗得已经发白
的青色裤子，还蹬着一双黑色皮
鞋。

只有衬衣衣角和裤腿边的
几处泥点子，提醒着这确确实实
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老王坐在马扎上，妻子坐在
一边，两个人隔着茶几，回忆孩
子们的点点滴滴，一人说罢，一
人补充。

老王手里，拿着的一份份硕
果累累的答卷。如果，从这几个
孩子中随便挑出一两个，放在一
个家庭中，已然令人艳羡，何况
从一个家里出来了7个高材生。

对于这个结果，老王很是满
意。

“家有黄金万贯，不如知识
在手”，“物质有尽头，知识如长
江、黄河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谈起这些年一直坚持让每个孩
子有学上的动力，老王自有见
解。

榜样的力量
说起7个孩子的成才之路，

老王连连否认没有什么独特的

教育方法，表情有些不好意思。
“最主要是大女儿争气，后

面的都跟着学。”老王认为这是
孩子们都很争气的关键所在。老
王说，我初中毕业，老伴连自己
名字都不会写。在孩子的学习上
实在帮不上太多的忙，但和别家
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孩子们在
课业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
姐姐、哥哥。

老大王丽以身作则，平时除
了帮助父母做家务就是抽空学
习。耳濡目染，妹妹弟弟不自觉
受她影响。

周末、寒暑假，几个孩子从
来没有在大街上乱窜乱跳，而是
在家里看书学习，大家仿佛卯足
了劲头赶超大姐。

“她是我们家第一个大学
生，还考上了研究生，我们也不
会比她差。”四女儿王秀华正好
休假在家，3岁的儿子她怀里窜
来窜去，活泼可爱。

王秀的经历印证了这一点，
高考时，她与心仪的本科学校失
之交臂，考入青岛科技大学专科
学习德语。

毕业后，王秀只身前往上
海，做德语翻译，并邂逅了爱情，
还在寸土寸金的上海有了自己
的房子。

老王的私心
老王初中毕业，成绩优良，

尤其擅长文科，写诗作文样样出
彩，可惜为生活条件所迫，老王

上学之路从此停步。
大女儿降生后，老王对孩

子的培养关注虽不及现在父
母，在当年也算是用心且开明
的。“在农村女孩上完初中基
本就下学了。”老王说，他想
让孩子多读书，家里再穷，只
要孩子愿意上学，怎么也得想
办法让孩子读书。

大女儿王丽从小也受到了
老王最严格的管教，这样的倾
注里面有老王的寄托，这一点
私心老王并不介意和隐瞒。

“当年我们没赶上好时候，
上学都是推荐的。但我希望孩子
能好好学习，不要再走我的路。”
老王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孩子愿
意上学，他会尽力供应，没想到
老大一步步考上了研究生。

这给后面的孩子开了个好
头。

不甘落后的王秀一边工作
一边学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学习学前
教育，她希望毕业后，能当一
位幼儿老师，顺便照顾自己的
儿子。

“在我们的概念里，没有
放弃，没有我不行。”王秀
说，中间她也困惑过，也想随
遇而安，但是大姐树立的标杆
时时提醒她不要就此落后。

“我弟弟妹妹也是这样做
的。”王秀说，像她一样，弟
弟妹妹们在上学的路上没有掉
队，都想做的完美，所以有了
今天。

养儿方知娘不易
母亲眼看着孩子们慢慢长

大。为人父母。如今她又时时奔
波于不同的城市伺候月子，被喊
作姥姥、奶奶，老人心中万分高
兴。

“她们有了孩子，知道父母
的不容易了。”母亲说，孩子们非
常懂事，对她和老王特别好，经
常带老两口出去旅游。

四闺女王秀在上海新买的
房子刚装修不久，她担心房子中
甲醛对孩子身体不好，领着3岁
的儿子回娘家住几天，这可高兴
坏了母亲，终于有了作伴的。

“他们都上学的时候，还有
暑假可以在家，上班后见得少
了。”母亲眼睛一直盯着外孙，削
个苹果、递个桃子，看着小家伙
吃得津津有味，她脸上满是幸福
的表情，

王秀说，当了妈之后，她特
别体会做妈的不容易。

“放学回家，我妈削生地瓜
给我们当午饭，当时怨恨她，怎
么不给我们做点好吃的。”王秀
说，当时年龄太小，根本不知道
为了供养她们姐妹几个上学，已
是家徒四壁。

有时候，拿不起学费，被老
师撵回家，她就凑到母亲的跟前
要钱，看着母亲欲言又止的表情
无动于衷。

王秀回忆起以前的点点滴
滴，有时候会问自己，当时为什

么看着家里没钱，还不早点退
学，赚钱给父母减轻一下负担，
而是一味索取。

“现在有了孩子，总想着把
最好吃的留给孩子，我意识到，
当年爸妈估计连个地瓜都吃不
上。”王秀动情地说。

“才几年的工夫，真是老了，
以后我们一定要好好孝顺他
们。”王秀说。

七个子女(化名)
大女儿王丽，南京工业大学

研究生，目前留校当老师。
二女儿王耀，南京大学研究

生，目前在一家城事规划设计院
工作。

三女儿王明，山东师范大学
法律系毕业，是济南一家企业的
法律顾问。

四女儿王秀，青岛科技大学
专科毕业，在上海从事德语翻
译，后又自学考入华东师范大
学，本科学习学前教育。

五儿子王杰，中山大学研究
生，毕业后顺利进入了中山大学
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医生。

六儿子王栋，山东政法学院
本科毕业，后又考入南京工业大
学，本科毕业后，从事建筑业工
作。

七儿子王材，四川大学毕业
后又考上福州大学，目前研究生
在读。至于什么专业，老两口包
括其他子女也弄不清楚，也乐得
糊涂。

本报记者 刘蒙蒙 周锦江

在潍坊农村，家家
户户之间憋足了劲头
暗自较量，比比谁家地
里庄稼长得好，谁家院
落盖得亮堂。有这么一
户人家，估计在全国也
找不出几个，一个普普
通的农民家庭竟然培
育出了4个研究生，3个
大学生。

一时成为十乡八
里津津乐道的大事件。
农民老王有什么“育儿
心经”呢？近日，记者走
进了这个传奇家庭。

老王家的全家福凑齐了不容易，这张最全，但仍缺着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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