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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一家人深受病魔的困
扰，但他们不但没有被打倒，而且
还在努力地改变现状。尤其是彤
彤，她在父亲常年外出务工、母亲

身患重病的情况下，仍能够保持
乐观、积极向上，打暑假工为家庭
分忧，这实属不易。

在彤彤的身上，记者看到了

超越大部分同龄人的成熟与坚
韧。希望彤彤未来能够一如既往
地坚持下去，实现自己为父母盖
大房子的梦想。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郑炜青 通讯员/刘姗)昨日，石峰
区慈善超市负责采购的志愿者从
炎陵县下村乡鹫峰村归来。此前
慈善超市网上商城收到的第一批
订单已经全部发货。

7月21日，石峰区慈善超市参
与金秋助学活动，网上平台每卖
一箱黄桃，捐款 10 元助学。石峰
区慈善会在第一时间向会员单位
发出了支持活动的号召。

为了能让爱心人士在参与慈
善助学的同时，收获到高品质的

炎陵高山黄桃，7 月 27 日，慈善超
市志愿者专门驱车前往炎陵县下
村乡鹫峰村，到签约农户家进行
实地品控。

“看到晚报上的助学报道，我
就购买了，收到黄桃后分享给身
边的人，他们都非常满意”“我们
单位买了 20 件，发给员工当福
利”……在超市网购平台后台，不
少爱心人士留言。一些市民还发
动亲友来参与这一公益活动。

石峰区慈善超市负责人介绍，
在销售季结束后，将一次性将此次

“惠农助学”卖黄桃所得的捐款，以
超市名义捐赠给晚报前期报道的今
年同时考上大学的双胞胎兄弟。如
果您有意参与，请赶快行动吧。

《卖一箱炎陵高山黄桃，捐10元助学》后续

第一批黄桃订单已全部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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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10元捐”已筹款过万元
株洲日报社、邵东商会积极参与

家庭因病魔侵袭陷入困境
她梦想为父母盖栋大房子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贺天鸿

89岁抗美援朝老兵
连续8年参与助学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谭筱）“马上就要开学了，我希望我的
一点心意可以帮到有需要的孩子。”日
前，一位老人拨打本报热线称，想参与
金秋助学活动，为孩子们捐 200 元。
考虑到老人年纪大、行动不便，记者与
老人约好在他家交接爱心款。

老人名叫李湘文，今年 89 岁，是
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谈及那
段炮火纷飞的艰苦岁月时，老人难掩
激动之情。当年，作为通信兵的他在
用泥土和树干堆砌的土洞里守着电
话，坚守在位于三八线附近的五圣山
上，需要时刻防备敌机的轰炸。

“总想着要贡献自己的一点心意
和力量，回报党和国家。每年基本会
捐200元，最多一次捐了500元。”老人
说，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捐款献爱心，
从2014年至今，他每年都会参加本报
金秋助学，今年已经是第八个年头。

老人是本报的忠实读者，每天都会
关注报纸内容，尤其是一些公益活动。

“每当在报纸和电视上看到那些贫困孩
子上不起学的报道，看到他们渴望上学
的眼神，我心里就很难受……”老人说，
捐的钱虽不多，但这是他的一点心意。

80岁老人刘运秀
今年又托女儿送来千元善款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郑炜青）昨天上午，晚报金秋助学办公
室来了一位老朋友——姜女士。她妈
妈是80岁的刘运秀老人，今年是老人
第四次参加金秋助学捐款。这几年，
都是姜女士代妈妈来晚报捐款。

“妈妈虽然身体比去年要好些，但
这样的热天气，不能亲自来，还是委托
我来捐款。”在捐款1000元的同时，姜
女士还替妈妈转来了写给记者的信。
在信中，刘运秀老人表示，不能亲自来
捐款，很遗憾，她希望贫困孩子不为贫
困所击倒，自强不息，用知识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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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郑炜青）2021“助学10元捐”支持
团队来了！昨天，记者获悉，株洲日
报社机关党委和团支部、邵东商会
党团支部将参与“助学10元捐”。

金秋助学，需要“益起捐”，
“助学 10 元捐”就是这样一个平
台，人人都可参与。截至 7 月 27
日，共有 85 人次参与“助学 10 元
捐”，累计捐款超过 1 万元，达到
10080 元。其中，捐款 1000 元的
1 人，500 元的 10 人，200 元的 3
人，100元的23人，50元的17人，
20元的2人，10元的29人。

除株洲日报社机关党委和团支
部将参与“助学10元捐”活动外，昨

天下午，邵东商会执行会长陈小叶
表示，将号召商会党支部、团支部的
党员、团员参与“助学 10 元捐”活
动，为困难大学生助一把力。

据悉，株洲晚报及株洲晚报
炜哥民生工作室微信公众号页面
已经开通了“十元捐”菜单栏。如
果是以团队名义参与，捐赠者在
填写姓名、电话（必填）和地址（可
填可不填）时，在姓名一栏填写单
位或团队名称即可。

以单位或个人名义捐助 100
元以上的，通过微信送达电子版
捐赠证书；捐助500元或500元以
上 的 单 位 和 个 人 ，邮 寄 纸 质 档
2021“金秋助学”捐赠证书；捐款

金额超过 5000 元以上的单位，邀
请参加晚报 2021 金秋助学见面
会；捐款 1 万元以上的单位，发放
荣誉牌匾。

捐 赠 咨 询 电 话 ：邹 女 士
13357335725（晚报志愿者）；爱
心捐赠热线：28829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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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生档案

编号：009
姓名：彤彤
性别：女
毕业学校：攸县一中
高考分数：481（理科）
录取学校：泰山学院

记者手记

彤彤的班主任肖老师介绍，
彤彤在校期间一直非常节俭，除
了必要开支之外，基本没有其他
消费。而且彤彤非常勤奋，其他
同学放假休息的时候，她基本都

在教室里学习。
“其实彤彤完全有能力考上

一本，这次高考她并没有发挥出
真正的实力。而且因为家庭原
因，她放弃了复读。但是人生并

不是只有高考这一次机会，后续
还可考研深造。希望彤彤在大学
里再接再厉，争取未来有更好的
发展。”肖老师说。

老师说

“家里病人太多了，积蓄都用
来治病了，孩子连个自己的家都
没有，我们做家长的心里特别难
受。”彤彤的爷爷说。

彤彤的父亲原本在深圳当出
租车司机，母亲在攸县当地打零
工，夫妻二人的收入能够基本满
足孩子的各项支出。但后来，彤
彤的母亲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先
后进行了两次手术，虽花光了家
里的积蓄，但成功挽回了生命。

不幸的是，彤彤的外婆又被检查
出患有子宫癌，彤彤的奶奶也因
青光眼丧失了劳动能力。至此，
一家人的生活彻底陷入了困境。

“我的病拖累了孩子，现在这
份工作虽然工资不高，但多少能
为这个家分担些压力。”女儿考上
了大学要交学费，母亲拖着病体
外出打工，在攸县县城找了一份
服务员的工作。

“我现在也在县城打暑假工，

一个月能赚 1500 元，而且还包吃
包住。家里太困难了，爸爸妈妈为
了我实在付出了太多。这么多年
家里一直没有分宅基地，不过即使
分了宅基地也没钱盖房子。以后
我一定会好好读书，大学毕业后努
力工作，回家给爸爸妈妈盖一栋大
房子。”对于未来，彤彤很乐观。

记者走访纪实

▲李湘文老人是晚报的忠实读者，尤其
关注晚报的公益活动。记者/谭筱 摄

▲姜女士代妈妈领取了金秋助学
荣誉证书。记者/郑炜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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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洞
石朋庆

女儿马上面临高考，却
惹来了一件令我和妻都不
高兴的事。

上周五中午，她放学回
家就嚷嚷着要穿一种膝盖
上有一个大洞的牛仔裤。
她说，同桌丽丽穿着很时
尚，所以，她也给买一条。

妻子说，家里牛仔裤好
几条呢，为什么要买那种破
的穿？要不，我把那件旧得
发白的裤子剪个洞穿吧，效
果一样。静静一想，也行，
反正都是破洞。妻子找到
那条裤子，真的在膝盖处剪
了个洞。说实话，静静也算
是个乖女孩，她还真的试着
穿了起来。

可是到了晚上回家，她
又撅起小嘴在发火：“妈，你
这是让我出洋相啊，害得我
在丽丽面前丢尽老脸。你
剪的这个破洞，剪得太没水
平了。没有毛边，人家的裤
子的洞是有毛边的。你得
跟我买件新的。”

我在一旁，实在看不下
去了大声地说，中午，我就
不准你妈剪裤子的。一条
好端端的裤子为什么要剪
个破洞啊？你再穿这样的
裤子，我就不认你这个女
儿。

女儿委屈地哭起来，妻
子见我放狠话，忙过来制
止。我们就一个女儿，不就
是买一条裤子吗？只要不
影响女儿高考，还是买给她
吧。

我说，在原则问题上，
不能让步，女儿都是你宠坏
的。

这样，我在她们面前成
了孤家寡人。妻子还指责
我，是一个顽固不化的老古
董。

这个星期五下午，女儿
放学后突然走到我面前悄
声地说，爸，我错了，我不该
穿破牛仔裤的。

我看到女儿主动认错，
心里十分高兴，忙问是怎么
回事。

她指着膝盖上的那个
破洞说，我在挤公交车时，
不慎跌了一跤，你瞧，我的
膝盖被摔成青紫色了，那个
疼啊，难受死了。

窗外飘着零星的雨，我和几个工友没有什么事
做，便商量着这次一定要把工钱结清。马上快要麦收
了，工程也快要结束了，万一有什么差错，我们这大半
年的活算是白干了，所以无论如何，今天我们都必须
把钱拿到手，我们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不管咋说，
农民工的钱不能拖……

那年，我才20多岁，早早地退了学，在家务农。山
村里像我一样的很多，农闲时无事做，就随村里的几
个小伙子进城务工，以期增加一点儿收入，同时也想
看看外面的世界，毕竟人们常说——外面的世界很精
彩。可是不亲身经历怎么可能知道呢？

干活的工地位于省城的城郊，虽是郊区却也车水
马龙，灯红酒绿。隔着一条马路的对面就是一家理发
店，店里的装饰很是奢华，每到傍晚，五彩的霓虹灯晃
得我们几个人心里像是有只小兔子在蹦蹦乱跳似
的。几个打扮入时的美女时不时投几个媚眼过来，诱
惑无处不在。

工头是个外乡人，当初他带领我们几个出来，说
好了包吃包住，每人每天150元，工资最后跟他算。他
穿着讲究，人很温和，给人以安全感，所以我们就跟着
他来了。可是他的做事风格却并不让我们有多放心，

眼看出来快半年了，他每次从不发给我们50元以上的
零用钱，还美其名曰是为我们好。

我们几个经常私下议论：这个龟孙到底打的什么
主意呢？会不会最后卷走我们的血汗钱啊？现在这
样的事情可不少，咱得多留个心眼，别让他给耍了！

于是在那个下雨的上午，我们便一起去了工头的
办公室。遗憾的是他不在屋，我们有些慌了，难道
……

我们急忙冲出屋，却不期和外面的人撞个满怀。
是的，那个急匆匆回来的人正是工头，他的手里还提
着个皮箱。看来我们没猜错，我们的情绪无法控制，
有人已经抓住了他的衣领，举起了拳头……他不慌不
忙，示意我们放开手，然后平静地说：“我去给你们几
个发工钱，可是你们不在，原来都在这啊！”

我们几个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他似乎并没有
在意，只是边发钱边自言自语般地说：“我把你们几个
毛头小子带出来，就要对你们负责，钱发早了，怕你们
都送到对面的理发店去了。20多岁也是成人了，要把
握好自己。现在工程竣工了，下午都回家吧……”

返乡的客车上，我和几个工友时不时说笑着，阳
光透过车窗射进来，很暖，很暖……

晌午时间，店里没有客人。几
个服务员或背靠椅子，或趴在桌边
打盹。

他轻轻地推门进来。
前台服务员抬起头来：“先生

……”
“星期五，帮我订一间包厢。”
“您有几位用餐？”
“两个。”
服务员迟疑了一下，转头去敲

键盘。
他等得有些不耐烦：“怎么啦，

怕我消费不起？”
“不，我给老板回信息，”服务

员说，“建议你们在大厅用餐，宽敞
舒适。”

“包厢是固定计费的吧？我保
证：一分不少。”

“我们这里是按实际消费来收
费，”服务员犹豫了一下，说，“二楼
201号包厢刚跟老板退订。这间包
厢靠近楼梯，进出方便，上菜也快；

服务员进出要从门口过，可以随叫
随到……”

他发现，服务员中有几个年轻
小伙子，就决定订下201号包厢。

周三的下午，他又来了：“一楼
的包厢，跟 201 号包厢有什么不
同？”

“只有楼层不同而已。”
“麻烦帮我跟一楼包厢调换一

下。”
“订包厢的客户未必同意呢。”
“你都没有沟通，怎么知道客

户同不同意？”
“客户是直接跟老板订包厢的

呀。”
“可你也没有跟老板反映的

呀。”
服务员接连打了几通电话，

说：“一楼102 号包厢如退订，我就
留给您。”

“就这么定吧。”
“那……”

“201号包厢取消预订。”
周五下午6时许，他就来了，跟

随他一起来的，是一位两鬓斑白的
老人。老人坐在轮椅上。他推着
轮椅，把老人送进大厅。服务员瞬
时慌作一团：“先生，我们给你们调
个包厢吧？”老人很淡定，指着大厅
最里边说：“那里，不是还有一张空
桌子吗？有位置坐，我们就不必要
去打扰别人了。”

“那是，那是。”他点头说道。
席间，他频频给老人夹菜、敬

酒。老人说：“小学六年，你的学习
成绩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我那
时犯糊涂呀，没有给你……”

“感谢老师，是您让我看清了
自己。从初中起，我就改掉了调皮
捣蛋的坏毛病，每个学期都拿到奖
状。我参加工作到现在，也是年年
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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