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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周读

老王家的育儿经实在普通，但正是这普通成就了孩子们

看看着着七七个个孩孩子子个个个个成成材材
那那些些年年吃吃过过的的苦苦都都值值了了

凉水泡煎饼
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12

年，这15年间，老王种地、打工，
但是他再怎么努力也不够孩子
们的口粮和学费。

还没拿回来钱就已经有无
数用处在等着。直到2012年，家
里的外债才还得差不多了，这才
动了把家里的危房翻盖的念想。

“看到老五用凉水泡煎饼
吃，当时就鼻子一酸。”孩子的母
亲提到这个场景就像刀刻在心
里一样，怎么也忘不掉。

母亲说，那时候也苦了孩
子。孩子们经常挨饿，放学回家
时常从地窖里拿个生地瓜，刮刮
皮，吃了去上学。连最基本的干
粮有时都不能保证供应。

在食材如此紧张的时候，老
王的老伴经常自己挨饿，先紧着
孩子。这样的举动也让孩子们兄
友弟恭，感情融恰。

为了供应孩子上学，老两口
没少吃苦。唯一的经济收入就是
家里的9亩地，有时候连孩子学
校要交的几块钱都拿不出来。

孩子们多次因为交不起学
费被撵回家，可是家里也没钱，
只好空手回学校，又被撵回家。
中间来来回回折腾好几次，考虑
到孩子学习成绩好，学校给了孩
子们极大照顾，免除了不少费
用，还提供一些助学金的补贴。

老王骄傲地说，孩子没钱买
书就看同桌的书，照样考前三
名，他曾多次被学校邀请谈经
验。

哪有什么经验啊！
说实在的，亏得孩子学习

好，要不然早辍学了，因为家里
苦，逼着孩子优秀。

2斤肉的艰难
老王的老伴说，有一年过

年，孩子们都回家了等着吃饺
子过年。

“我站在街头，实在找不到
谁家可以借来几块钱。”老王的
老伴说，当时心想找出几块钱
给孩子们包个饺子吃，但家里
上上下下也找不出钱来。出门
站在街头，转转这家，看看那
家，实在张不开口在年三十去
找人借钱。

“那时候条件都不好，我们
家孩子这么多，人家一看，苦日
子根本没有头，所以才不借”，
老王的妻子最后跑到邻村一户
远亲家借了几块钱，买了2斤
肉，一家人过了年。

所有的孩子都或多或少从
银行贷款上的学，毕业之后再
自己还钱。以前，大家对老王一
家都是“敬”而远之。“孩子上学
贷款，找保人都找不到。”孩子
的母亲说，大家眼瞅着“嗷嗷待
哺”的七个孩子，还有破败的小
土房，心想着这家人想要翻身那
真是遥遥无期。

“孩子们也争气，一直没放
弃，咬着牙就过来了。”老王说，
换做旁人家庭，如果拿不起学
费，就让孩子辍学干活了，可是
他们并没有这样做。

“不管穷还是富，不要孩子
在上学阶段落下，不然永远也弥
补不了。”老王说，物质有尽头，
知识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这个教育理念被老王奉为
圣训，从言传到身教，时刻告诉
孩子们，多学知识。具体到学什
么知识？老王也不清楚，他觉得
只要是学校教的、书上印的就
算。

一个鸡蛋的谎言
近几年来，孩子陆续出息成

人，有了自己的事业和家庭，老王
和妻子在松口气的同时也渐渐赢
得了邻居和村里人的尊重。

老王和他的七个大学生孩子
在当地也小有名气。这让老王的
教育理念有了事实支撑，知识就
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富。

在这之前更多的是隐忍，纵
有不服不甘也不与人争。

“活该受穷，就应该让孩子
下学赚钱，在工地搬块砖也能挣
钱。”母亲说，村里人的议论时不
时传到她耳朵里。

但他一直享受着老伴的支
撑，孩子们的爱。

母亲回忆，有一次家里只有
两个鸡蛋，煮了之后本想给孩子
们分着吃。她无意中听到，孩子
们在窃窃私语“妈妈太累了，鸡
蛋给她吃，我们都说不想吃。”她
看到孩子们端着鸡蛋到她面前
时，心里复杂至极。

母亲说，平时吃饭时，她和
父亲时常用“我不想吃”、“我不
爱吃”这样的辞令把有限的食物
让给孩子们。习惯了谦让食物给
孩子们的她，第一次有了回馈。

“在家里我排倒数第二，他
爸排末位。”母亲幸福地说，她的

排名一度第一，现在越来越往后
了，因为有了孙子了。

家庭成员相互谦让，互帮互
助在饮食上尚且如此，在学习上
哥哥姐姐们帮弟弟妹妹都是责
无旁贷。

“嫁姑娘
不能嫁给他家”

孩子们没少因为交不起学
费被撵回家，可是家里也没钱，
只好空手回学校，又被撵回家。
中间来来回回折腾好几次，考虑
到孩子学习成绩好，学校对他们
也是极大的照顾，免除了不少费
用，还提供一些助学金的补贴。

母亲说，有一次她进城回
家，在车上与邻村的人聊天，邻
村人不知她便是七个孩子的妈
妈。便直言，以后嫁姑娘千万不
能嫁给那家，更有夸张的传言
称，他们家过年就守着一棵白
菜。

母亲表面应付着，心里实在
不是滋味。

不过现在老王家的房子一
点也不输别人，宽敞明亮，院子
里还开辟出一块小菜地，种点时
令蔬菜。

房子是前年翻盖的，包括装
修一共花了20多万。老王自己攒
了6万元，其他都是儿女资助，一
人给了他2万元“赞助费”。

原先一家9口住在土房子
里，破落不堪，儿女毕业后，能自
己赚钱了，还陆续成家生子，老
王和妻子终于可以松口气了，先
把房子翻盖一遍。

孩子边上学边贷款，工作后
陆续把贷款还清，老王的腰板终
于挺直了。如今，7个孩子在不同
的城市工作，空闲的时候就给老
两口买好票，让他们去旅游。

“南京、上海、苏州、珠海、济
南，我们都去了好几遍了。”吴淑
青翻着相册说，每次出去旅游，
她都会照很多照片，再苦再难，
他们熬了过来，以后就等着享福
了。

感恩，这样的教养理念开始
在下一代薪火相传。

“我是老五毕业的照片”、“这张照片就缺老二”、“这
是我们上南京照的”、“那边的气候比这边舒服”……

说话间，老王去里屋找了一本老七上学时候用的书，
老王把书放在膝盖上，找来老花镜，边读边用手指指着
字。老王戏称，字基本都认识，但是确看不明白内容。老王
和老伴聊起子女的情况来如数家珍，甚至连孩子们拗口
的专业名字也能记住。

追及老王的育儿绝招，实在普通，但也就是这样的普
通才成就了孩子们。也许可能从他们那些亲子故事中得
到一点启发。

▲老老王王和和老老伴伴向向记记者者展展示示他他
们们和和孩孩子子们们的的生生活活照照片片。。

文文//片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周周锦锦江江

老老王王家家和和普普通通农农户户没没什什么么
两两样样，，但但一一提提起起来来，，十十里里八八村村都都知知
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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