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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靠抓抓阄阄上上学学的的双双胞胞胎胎都都上上大大学学了了
父亲把部分爱心款转捐他人，称以后还得靠孩子自食其力

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郭立伟

两个小纸团
差点决定兄弟俩命运

6月24日，春季高考可以查
询分数线。淄博博山区池上镇
店子村的王鑫、王岳是一对双
胞胎兄弟，一个548分，一个
526分。兄弟俩都报的是机械
专业，本科线是530分。6月28
日一早，父亲王玉滨就拿出一
张纸，撕成两半，一张写着

“上”，一张写着“不上”，团成
一团，放到家中一米宽的饭桌
上，让兄弟俩抓阄。兄弟俩伸
出手的刹那，站在旁边的王玉
滨忍不住掩面痛哭。

结果是，弟弟王岳抓的
“上”，哥哥王鑫抓的“不上”。
“我抓中‘上’，但心里很难受，
哥哥考得比我好，应该他上。”
王岳低着脑袋闷声说。“抓阄
就是听天由命，我是哥哥，你
好好上学，我打工供你。”王鑫
更倔。兄弟俩让来让去，手心手
背都是肉，王玉滨知道两个孩
子心里都想上，这让他心里更
加煎熬。

池上镇店子村，距博山市
区50公里，四面环山。王玉滨和
妻子花翠霞都是普通农民，只
有两亩薄地，在村里开了个小
卖部。本来供养两个孩子日子
过得就紧，去年，王玉滨又查出
患了股骨头坏死，丧失了劳动
力。他看病已经花了5万元，还

借了亲戚3万元。“家里没了收
入来源，实在供不起两个孩子
了，能上一个是一个。”王玉滨
抹着眼睛说。

兄弟俩学费有了着落
父亲把爱心款捐他人

此事经报道后，引起社会
爱心人士的关注，不少市民愿
意分担兄弟俩四年的学费，供
其上学。很多学校知道兄弟俩
的情况后，表示愿意为其提供
上学机会。

经过比较和权衡，兄弟俩
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山东英才学
院。兄弟俩都喜欢机械专业，认
为这是一门技能，毕业后可以
找个工作，赚钱养家，回报社
会。“我从小就喜欢模型，将来
想从事数控、机床之类的行
业”，谈到自己的爱好，弟弟王
岳难得露出笑容。

8月24日，兄弟俩带着父亲
一起去学校报到。哥哥王鑫是
本科，学费每年15800元，弟弟
报了专科，学费每年8500元。记
者了解到，目前，学校已经免去
弟弟的学费，并对哥哥通过奖
助学金的形式进行资助。兄弟
俩上学，学费已经不成问题。

目前，这个家庭收到社会
捐款6万元左右，主要用于兄弟
俩的生活费。“谢谢大家，不用捐
太多，将来还得他们兄弟俩自食
其力。”王玉滨连连感谢。不仅如
此，他还代表兄弟俩将1万元爱
心款捐给淄博为求学街头卖艺

的三胞胎姐妹，“兄弟俩上学已
经够了，希望他俩通过努力实
现人生价值。”

不知咋报答好心人
只能好好学习

王玉滨家是上世纪80年代
的土坯房，南屋是小卖部，北面
三间屋加起来50平米。兄弟俩在
东边的屋子上下铺住了18年，一
米半的写字台兄弟俩一人一头
写作业，墙上贴满了奖状。

两个月来，虽然社会热心
人士几乎踏破了王玉滨的门
槛，但兄弟俩仍然比较羞涩。简
单聊完几句，王岳就溜到小卖
部帮母亲照看生意。想起父亲
去年查出疾病的情景，王岳立
刻红了眼眶，“我爸一直腿疼腰
疼的，以为是腰椎间盘突出，没
想到是股骨头坏死，我俩都上
学，爸妈两个人在家，我和我哥
都不放心。”哥哥开朗一些，“当
时做好了打算，不上学就去赚
钱供弟弟上学贴补家里。”

24日下午，兄弟俩在学校
安顿好，望着父亲离开的背影，
一向开朗的哥哥却突然失声痛
哭，“心理压力很大，社会上好
心人很多，现在还不知道怎么
报答他们，只能好好学习，将来
回报社会。”王玉滨在接受采访
时，几度哽咽：“谁不希望自己
的孩子像别家孩子一样普普通
通长大，社会上关注的人多了，
这个家将来要靠他们兄弟俩，
他们肩上还有社会责任。”

本报记者 张爽
通讯员 张国青 王蕾 王光军

曾经的学生
回校园怀念她

“直到她生病以后，还在
积极地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勇
敢地面对生活。我经常翻看她
的朋友圈，其中有这样一条：

‘感谢父母给了我生命，并把
我养大；感谢老公，娶了我并
让我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感
谢公公和婆婆帮我带孩子；感
谢亲朋好友的陪伴、帮助和鼓
励，感恩我生命中的每一个
人。大家对我实在太好了，满
满的全是爱。’她当初决定捐
献眼角膜的时候，她的父亲
是不同意的，她跪下向父亲
请求把自己的眼角膜留下，
这是她无私的爱，她想把这
份爱留在这个世界上。”李英
生前的同事王燕秀说。

李英10岁的时候母亲就患
癌症去世了，她从小就开始“当
家”，上学的同时还要帮父亲照
顾小她4岁的弟弟。命运的不公
反而使李英养成了乐观向上、越
挫越勇的坚强性格，她如愿考上
了师范学校，2002年开始在城东
街道朝阳小学任教，教语文和科
学学科，并一直担任班主任。

她坚持关心每一位学生，
不放弃每一位学生，为了培养
学生认真完成作业的习惯，李
英自己出钱购买了“笑脸”的

标志，并亲自给表现好或进步
大的学生戴上。

“李老师在怀孕的时候也
坚持给孩子们上课，这几天听
说李老师生病走了，这么年
轻就丢下两个孩子，同样作
为母亲，我觉得很心痛。李老
师去世前捐献了眼角膜，虽
然自己的家庭不完整了，但还

想去拯救别人。她作为老师，更
懂得无私的爱和奉献。孩子有这
样的老师，我也觉得骄傲。”五年
级（3）班学生赵子璐的妈妈赵
爱芹说。

在朝阳小学的校园，记
者偶遇李英老师原来的两位
学生。她们今年刚刚升入高
中，得知李老师去世的消息，

随即结伴来到学校。王亚轩
同学含泪说：“李老师住院的
时候非常坚强，不让学生们
知道她生病了。李老师去世
我们很悲痛，看看李老师待
过的教室、用过的书桌、批改
的作业，再回想和李老师一
起的时光，希望用这种形式
来怀念李老师。”

无法看到俩孩子长大
是她最大的遗憾

李英把婆婆当成自己的
亲生母亲，婆婆也很疼爱她。
看着被病魔折磨的李英，婆婆
曾说：“我宁愿替她受这个罪，
用我的一切换来她的健康。”

“没有亲眼看到两个孩子
长大，是她最大的遗憾。”李英
的婶子马女士说。李英有两个
儿子，大儿子10岁，小儿子还
不满一周岁。李英在2015年8
月的一次体检中查出胃部异
常，复查时，被确诊为胃癌。因
为被病痛折磨，她瘦得不成样
子，但她劝慰家人不要担心。

“我患了癌症，眼角膜是死
后唯一还能用的器官。反正也带
不走，如果能让两个人重见光
明，拯救两个家庭，那我也会很
高兴！”丈夫马龙举复述李英说
过的这段话时，已是两眼通红。

马龙举说，妻子在一年前确
诊胃癌时，就已经做好了决定，
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的人，“多
救一个人，成全一个家”，这是李
英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

马龙举说，妻子说过“我
的离开，让这个家庭不完整
了，我要尽我的力量，给别人
一个完整的家庭。”

“李英的举动令人敬佩，
李英的故事令人感动。”滨州
市红十字会赈灾救济部副部
长庄艳说，这是博兴县第3例、
滨州市第23例角膜捐献者。

8月10日，滨州市博兴县城东街道朝阳小学的李英老师走完了她34年的人生，与我
们作别了。遵照她的遗愿，山东省眼科医院为李英进行了眼角膜摘取手术。李英老师的
眼角膜将无偿捐献给最需要的人，她为学生和全社会上了“最后一课”。

捐捐角角膜膜，，3344岁岁女女教教师师的的““最最后后一一课课””
身患癌症的她生前留下遗愿，希望帮他人重见光明

李英老师生前给学生上课。

两个月前，淄博一对双胞胎兄弟都考上了大学，无奈因家境贫
寒，只能靠抓阄来决定谁去读。过专科线的弟弟抓了“上”，却觉得
应该由过本科线的哥哥去上。两难选择时，在社会爱心人士的帮助
下，24日，双胞胎兄弟终于双双到学校报到，实现大学梦。

说起家里的窘况，父子三人相对无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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