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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李岩松

“孩子都上大学了，
我也想上大学”

郇政华在建筑工地里做泥瓦匠。他戴
着安全帽，穿着一件蓝色的工装，套着橘黄
色的安全背心，站在一群工人中间，看上去
并无二致。

腰弯成180度，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抓
着一块十多斤的石砖。先用锤子把石砖砸
成合适的大小，再弯腰拿起铲子抹水泥。在
一遍遍的动作重复中，像俄罗斯方块游戏
一样，一点点地垒砌出高楼大厦的墙体。

汗跟着力气，一层层地从身体里冒出
来，又被太阳晒成一层浅白色的碱，在衣服
上斑驳地画出图案。

郇政华的身量挺高，站立的时候腰杆
挺得笔直。但是这一块块石砖，像是一个强
大的外力，一次次、一年年，要把他整个人
折弯、折弯、再折弯，直到变成姓名模糊的
工人、丈夫、父亲。

在没有被生活折弯之前，郇政华曾经
也进过高考的考场。那是1987年，20岁的
郇政华没有悬念地高考落榜。因为长期营
养不良等原因，在考试之前，他的眼疾已经
十分严重，“双眼流脓，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了。”

复读是奢侈的事情。他年纪已经不小
了，而且作为长子，父亲已经老去，下面还
有正在读书的弟弟妹妹，他理应承担起家
庭的责任。

在工地上干了几年后，郇政华经媒人
介绍，和同村的姑娘杨翠柳结为夫妻。再往
后，女儿、儿子相继出生，干活、挣钱、养活
孩子，郇政华的汗珠子一颗颗地钉到地上，
砸出老人的医药费、孩子的学费和生活里
的柴米油盐。

因为长期处在阳光的暴晒下，郇政华
的面庞黝黑，眼角也刻上了深深的皱纹。工
友们都觉得他干活挺麻利，但是没啥特殊
的地方。他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可能就是
爱看书看报。村里有个废品回收站，他是那
里的常客。自己攒了啤酒瓶、旧纸箱子，就
拿去换旧报纸和刊物。报纸上的新闻都早
已过期，但知识不会。有喜欢的文章他就剪
下来做剪报，天长日久攒了得有半人高。

对于半生艰苦的人来说，文章里写到
的美好，也寄托了他的理想。

“我特别喜欢看你们齐鲁晚报的《青未
了》栏目。”坐在记者对面的郇政华伸出手
比量了一下，“人家写的文章真好，我会留
下来反复看。”

他收藏的这些文章里，有诗，有远方。
但对于郇政华来说，现实生活是长久的弯
腰低头，辛苦工作。在30多年的时间里，他
从一个工地辗转到另一个工地，所从事的
始终都是最基础、最累的力气活。

就这样，人生走到了知天命的年纪，50
岁这年，郇政华将儿子送到了青岛理工大
学。女儿也在前几年考进了山东滨州医学
院。

“孩子都上大学了，我也没啥牵挂了。
我也想上大学，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愿
望。”郇政华说。

毕业后回到熟悉的工地
饭后常说起大学的时光

郇政华租的房子靠近法家村劳务市
场。村民们大都搬到了村前的新房子里，留
下老房子，以极为低廉的价格租给外来打
工的人。下午6点多，劳务市场处处是下工
后的工人，他们成群结队，带着一天的尘土
和收获，从面包车上钻下来。

沿着蜿蜒的小道再走上十来分钟，才
到了郇政华临时的家。

堂屋、东西两边的侧房都住着农民工。
大屋一个月100块，小屋一个月50块，郇政
华和另外一位工友一起合租在大屋。

郇政华睡靠里侧的床。说是床，不过是
四堆石头垒起床腿，上面放一张床板。床垫
的最上头，平平展展地铺着蓝白色的床
单——— 这是学校宿舍用的床单，也是屋子
里唯一跟大学有关的物品。

“这是学校发的，全省的大学生都用这
个。”郇政华的语气里透露出自豪，“这个只
有大学才有。”

收拾了半个多小时，晚饭做好。在板子
搭的桌子上，郇政华面对门口坐下，打开了
一瓶2 . 5元的啤酒。没有杯子，就直接对着
啤酒瓶喝，满足地喝下一口，再感叹一句：

“把酒临风。”

晚饭时间是最放松的时刻，和工友们
的聊天里，大学往往是最常说的话题。

他会跟工友说起大学的时光，“那个图
书馆，可好了。特别漂亮，我们都在里头上
自习。”

他也经常跟工友说起自己的同学和舍
友，“大家都处得可好了，我们班里好几个
考上专升本的。”

“你有没有考虑过升本科？”记者问。
短暂的沉默后，郇政华喝了一口酒，

“我还得挣钱。”
但是他对一些停止学业的同学表示了

不理解，他觉得班里其他同学都应该升本、
考研、读博士，向学业的更高峰攀登。“现在
条件这么好，他们怎么不读书了呢？”

读书，在郇政华的心里是最高的理想。
理想是世界上最牢固的东西。锄头、镢头、
铁锨，都不能把郇政华的理想打碎。

大学3年从未缺课
“一天都不敢浪费”

在备考时，他将儿女的初高中教材带
到了工地，每天凌晨4点起床，背英语、语
文；晚上回家后，又开始学习数理化。

做这一切的时候，他都是偷偷地背着
工友，“这是我自己的事，不想闹得大家都
知道。”

2018年，女儿以开玩笑的心态帮父亲
报名高考。郇政华依靠补录志愿踏入了济
宁职校的大门。他选择了建筑专业，“因为
这个我干了几十年了。”

“51岁农民工考大学”成了2018年高考
季的爆炸性新闻。亲戚邻居们谈起这个事，
有人语气中带着讽刺，这让郇政华的妻子
杨翠柳觉得难堪，感觉到生活偏离轨道的

恐慌。
在多次争吵后，郇政华向妻子保证退

学，“不捣乱了。”
谁也没想到，已经年过半百的郇政

华竟然生出了这么大的决心：他骗妻子
说自己出去打工，但实际上偷偷入学，继
续学业。

钱从哪里来？掌握有泥瓦匠技术的郇
政华选择在寒暑假时去工地干最苦最累的
搬砖、砌砖活，出力大，挣得多，近两个月的
暑假能挣2万多。再加上学校为其减免了三
年的学费，日常开销不算太大的问题。

最大的困难还是学习。他得用比同学
多出几十倍的努力，去追赶之前的三十年
时光。郇政华保持着在工地打工的习惯，每
天四五点钟起床，吃完早饭后便先去教室
自习。

“有课的时候就听课，没课的时候就自
习。”郇政华说，自己大学三年，从来没有缺
过课，挂过科，有一门成绩还考了班级最高
分98分，“我在学校的每一天都不容易。我
要是出去打工，一天能挣300多块钱。我一
天都不敢浪费。”

“就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
跟别人都没关系”

2021年6月25日，郇政华在济宁职业技
术学院领到了自己的毕业证书。

此前几天，郇政华的女儿诞下他的外
孙。54岁的郇政华，成为了外祖父，也成为
了一名大学毕业生。

除了一些熟悉的工友们，工地上大多
数人都不知道郇政华上过大学，包括家人
在内，他的毕业证都没有对外展示过。“我
就是想给自己一个交代，跟别人都没关
系。”

郇政华说，有80块钱花3块钱，那不算
挥霍，“如果我能活80岁，那我拿出三年去
圆自己的一个梦，我觉得不算过分。”

网上火了后，有网友点赞他勇敢追梦，
但也有人评论他“浪费资源，占用学位。”他
有点介意这个批评，“中国这么多人，为什
么我就不能上大学？”

他觉得，不管多大年纪，学习总归是个
好事。

如今毕业了，心愿达成，郇政华把毕业
证锁进了抽屉里。

不是不想用，但现实摆在眼前：他已经
54岁了，“我上学也不是为了图啥，就是圆
自己的一个梦。”

除了年龄，郇政华的劣势也很明显：他
用不惯电子产品，对电脑、手机的操作都很
陌生。毕业需要就业确认等，这些需要网上
操作的事，都需要拜托同学帮忙。

在他身上，快节奏的电子时代划出了
鸿沟。

“要是时间能回去，
我也一定去上学”

对于郇政华大学毕业回工地的事实，
网上很多评论都集中在“读书有用吗”？

郇政华有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找到
了不错的工作；郇政华的工友宋银起是个
沉默的中年人，但聊起儿子的时候，眼睛里
发着光，他的孩子在郑州建筑大学读大三；
工友宋春献两个孩子，儿子研究生毕业已
经工作，姑娘在读大二。

“别看咱是农民工，孩子都很有出息。”
说起这个，郇政华特别高兴，“农村孩子的
出路就是读书。就我们一个工地的，有俩孩
子都在中科院读博的，有孩子在清华的，还
有孩子考上北大的。”

宋春献说，虽然大家干的都是一样的
活，但自己最佩服的人就是郇政华，“要是
我早认识你几年，我一定跟你一起考大
学。”

宋春献说，他读书时成绩也很好，但是
家里太穷，读大学一直是他的梦想。

“知识最大的用处，就是让人尊重。”郇
政华说，跟自己关系挺好的工友老毕，在知
道自己考上大学后一下子就哭出来了，说
他最大的梦想也是上大学。

“要是能年轻十岁……”宋春献笑着叹
了口气，“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过年的时
候在车站，我们这种人扛着蛇皮袋子，人家
坐办公室上班的就拎着包拉着箱子。我就
希望小孩回家的时候也拎着包，别跟我一
样扛着袋子回家。”

“你的两个孩子读书都这么优秀，孩子
已经实现你的梦想了。”记者说。

“那是他们的梦想啊，我也有我的梦
啊。”宋春献又重复了一遍，“要是时间能回
去，我也一定去上学读书。”

▲郇政华在潍坊一个建筑工地做泥瓦匠。

毕业了，郇政华心愿达成。

在拿到大学毕业证后的第二天，54岁的郇政华回到了潍坊的一个
建筑工地。他在这里做工人，搬砖、推车、抹灰，这是他干了30多年的工
作，每一个步骤都极为熟稔。

这个来自山东莱芜的农民，对读书有着近乎偏执的渴望。在半生
都被繁重的体力工作消磨后，2018年他又拿起了儿女的高中课本，并
在同年8月成功被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录取。如今毕业了，心愿达成，郇
政华把毕业证锁进了抽屉里，甚至没有对家人展示过。

尽管干的依然是从前的工作，但郇政华并不后悔，“我上学也不是
为了图啥，就是圆自己的一个梦。”

51岁瞒着家人去读书，3年一天都不浪费

泥瓦匠郇政华
大学毕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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