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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北大大一一直直在在关关注注，，李李智智超超即即将将圆圆梦梦
早已低调资助，需要时可帮助联系北大附属医院

本报天津6月28日讯（特
派记者 李榕 刘潇） 除了
爱心人士源源不断的捐款外，
国内多所高校也纷纷联系李
智超向他伸出“橄榄枝”。

“27日下午开始陆续接到
多所高校的电话，都告诉我可
以减免在校期间的学费等。”李
智超称，北京一所高校的招生
组老师一再表示，只是以个人
的名义想给他提供帮助，让他
不要有心理负担。“他们都很热
心，特别感谢他们的好意。”但
李智超还是婉拒了多所高校，
因为他早已认定北大。

早在2016年6月份，李智
超到北京大学参加了暑期活
动，这次经历更坚定了他到北
大学习的志愿。他报名参加了
北大自主选拔中的“博雅人才
培养计划”，并凭借自身优秀

的综合素质在初审中被认定
为“博雅优秀”考生，在高考
后，他顺利通过北大的一系列
测试，获得低于录取分数线下
40分录取的优惠政策。李智超
称：“如果顺利，希望可以就读
北大电子信息类专业。”

记者了解到，过去一年
中，北大招生老师一直关注着
李智超。在本报报道发出之
前，北京大学已得知其家庭情
况，并为他申请了燕园关爱助
学金（用于解决家庭经济困难
本科新生入学路费和生活费
的资助）等资助项目。北京大
学山东招生组老师称，李智超
进入北京大学之后，北大各项
资助将覆盖其就读期间的学
费、住宿费和基本生活费等开
支，不会给家庭增加任何经济
负担，北大也将帮助他解决困

难，保障求学之路畅通。
同时，将有一位“燕园携

手”项目的北大高年级学长为
李智超在校的学习生活提供
指导帮助，北大“燕园领航”

“优才拓展”等助学项目也将
助力其在北京大学的成长。

据了解，北京大学招生组
老师不仅以个人名义为李智超
一家捐款，还积极联系北大校
友募集善款。“但是出于对考生
本人隐私的保护，也为了孩子
的长远发展，此前我们并未将
了解的考生家庭情况曝光，只
希望默默为他提供帮助。”该校
招生老师表示，在尊重考生家
人和其母亲主治医师意愿的前
提下，北京大学可以帮助联系
北大附属医院，北大也将持续
关注李智超和其母亲的情况，
陪李智超一家渡过难关。

从上午7时许来到医院，
李智超就没闲过：给妈妈喂
饭、擦拭额头的虚汗、配合媒
体采访、接受好心人慰问……

10时许，在乐陵市人民医
院楼梯口的角落里，李智超终
于暂时停下接受本报采访。

“感觉就跟做梦似的，特别不
真实。”采访中，李智超显得有
些局促不安，不停地用右手抚
摸自己的后脑勺，偶尔会不好
意思地笑一笑。

对于近两日发生的一切，
李智超坦言有点“蒙”。“刻意
没有去看这两天的各大门户
网站，但自己的朋友圈里、QQ
空间里还是被这些报道刷屏
了。”李智超说，最初只是感觉
到网络上的“火爆”，27日中午
才真实地感知到报道带来的

“后效应”，父亲的手机响彻不
停，一个个慰问电话、一条条
收款短信提醒、一家接一家的
媒体采访……

“很感激，但确实有疲惫
感。”说话时，李智超眉头紧
锁，似乎在思索些什么。也许
对于一个不满18岁、又不善言
谈的孩子而言，目前的状况已
经完全超出了他最初的预想。
他说，从未想过，有一天自己

会成为新闻的焦点，更不懂如
何去面对镜头：“对于好心人
真的是充满感激，但不知道该
说些什么，只能一遍遍重复地
说着感谢。”

从最初的“不好意思”，到
“有点压力感”，再到现在的
“坦然面对”。短短两天的时间
内，李智超称自己拥有了一份

“前所未有的经历”。他的手机
里清楚地记录着每一位老师、
同学转来的“爱心红包”，他能
够深切地体会到他们努力保
护他的良苦用心。“那天，一个
同学在微信群里聊起我的事
情，又迅速将消息撤销，我知
道他们的好意，不想让我感觉
有压力，现在才真正体会到什
么是同学情谊。反而能够轻松
面对了。”

回忆知道母亲生病后自
己那半年是如何度过的，李智
超直截了当地说：“努力不去
想。”但又忍不住将原来每一
个月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的习
惯改成了一周。曾经有一次中
午，李智超在给母亲打电话

“报平安”时，接电话的人变成
了父亲。李智超的心“咯噔”了
一下：“心很慌，很怕。”

本报记者 李榕 刘潇

李智超：

不不知知道道对对好好心心人人说说什什么么
只只能能一一遍遍遍遍重重复复着着感感谢谢

28日，等待在病房外的李智超关注着医生对母亲的检查情况。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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