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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寄语：希望贫困孩子不被困难所击
倒，自强不息，用知识改变命运。

●公益之路：从2018年开始，刘运秀老人就
参与助学，今年是第五年了。

昨天上午，姜女士来到晚报，代其母亲刘运
秀捐款千元助学金。

刘运秀女士今年81岁，是六〇一中英文学
校的退休教师，丈夫四年前过世，便一直由女儿
在身边照顾。姜女士说：“妈妈年龄大了，走不

得远路，所以只能再次委托我过来。”
但姜女士带来了她妈妈写的一封信。信中

说：“我现在年岁已高，身体很不好，故不能亲自
来捐款，（我）不知还有多少这样参与公益的机
会，但只要我活着，晚报还一直举办这样的活
动，我就不会停止参与。”

据姜女士介绍，她妈妈老家是宁乡的，小时
候，因为家里贫困，外婆本不想送她读书……但
她自强自力，最后还是达成了读书的愿望，成了
一名人民教师，“因为有小时候的经历，我妈妈

对读不起书的孩子十分同情，再加上又是教师
出身，所以晚报的金秋助学活动一启动，妈妈便
催促我早点将捐款送过来，她希望在有生之年，
能尽一份绵薄之力。”

不管生活给了我们什么，都要努力活，使劲活。虽然这个家庭经
济条件不好，但是记者在采访交流过程中，能感受到这个家庭仍是一
个充满爱的家庭。即便生活在很小很简单的公租房里，妈妈笑口常
开，父亲积极乐观，给小文提供了一个温暖有爱的生活环境。这既让
小文充满阳光和朝气，又让他找到了应对生活中困和难的勇气，更让
他从书本中找到了改变生活的力量。

贫困生档案
编号：007
姓名：小文
性别：男
毕业院校：渌口区五中
高考分数：534分（物理类）
高考志愿：湖南师范大学、长
沙理工大学、湖南科技大学
家庭情况：建档立卡户，母亲
患癌症多年，父亲患多种疾
病，全家靠父亲打零工、低保
为生，一家三口住在 40 多平
方米的公租房内。 ▲小文。 记者/刘芳 摄

八旬老人托女儿捐款千元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株洲晚报爱心热线电话：座机：28829110；手
机：13873320022（郑记者，微信同号）。
捐赠银行账号：开户单位：株洲晚报志愿者
联合会；开户行：兴业银行株洲分行营业
部；开户账号：36808 01001 00395 969。

与多病母亲相依为命
女孩考出601分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贫困生档案
编号：006
姓名：雯雯
性别：女
毕业学校：市二中
高考分数：601（物理类）
高考志愿：吉林大学、中
国农业大学
家庭情况：父 亲 去 世 多
年，母亲体弱多病

记者走访纪实

头顶吊扇“嗡嗡”作响，似乎在对抗着37℃的夏天。有可爱笑窝的雯
雯（昵称），用干净小碗，给我们倒了水，坐在用纸壳垫着的双人沙发上，
讲起了她的故事。

迟到三年的手机

雯雯五年级时，父亲因病去
世，母亲患上神经系统疾病，手会
不自觉抖动，全身乏力，靠低保度
日。原本还能在超市打工的母亲，
只能在家养病。靠着亲戚和好心
人的帮助，雯雯才顺利进入初中。

雯雯没有辜负大家对她的厚
望，努力刻苦，在班主任张臻老师
的鞭策鼓励下，实现“逆袭”，以优
异成绩考上市二中。聊到这，一旁

的雯雯母亲彭佩辉忍不住地说，自
己也因此成为“不守信用”的人。
原来，雯雯想要一部手机，母亲答
应考上二中就“奖励”给她，结果这
一等就是三年。

这个夏天，雯雯终于买了一台
2000元的手机，其中1700元是她
暑期当助教的补贴。看着新手机，
她喃喃自语：“一定要保护好。”

“XXXL”校服穿了三年

雯雯母女住在荷塘区40平方
米大小的楼梯房。没有电视、没有
空调，一张双人沙发，占据了客厅三
分之一的位置，铺在上面的老式镂
空白布，让人感受到布置人的用心。

“这两年，身体状况越来越不
好，心血管也出了问题。”彭佩辉
说，她三天才下一次楼，以前还能
手拎着菜回家，现在只能背个背

包，实在走不动了。看着女儿身上
廉价的T恤，彭佩辉感慨，小时候，
雯雯的新衣，至少买大两个码以
上，目的都是一个：能多穿几年。
初一订校服，别的女同学都是填的
大小合适的码数，雯雯的单子上填
是“XXXL”。直到现在，这件校服都
叠放在衣柜里，雯雯穿了三年，彭佩
辉再接着穿。

“孩子，我为你骄傲”

从小到大，除了学校组织的课
程，雯雯从来没有在外补一节课。

“上不起，也没必要。”雯雯说，她的
学习诀窍就是：跟着老师的节奏
走。上课认真听讲，按时按质完成
作业。这次考出601分的成绩，她
第一时间告诉了初中班主任张臻、
高中班主任杨小棠，她们在祝贺的
雯雯同时，都激动地说，“孩子，我
为你骄傲”。

谈到心仪学校，雯雯跟我们

说，她首选 985，专业的话好找工
作就行。所以，她这次第一志愿是
吉林大学，电子专业。起初，彭佩
辉认为北方太远了，家庭条件和身
体状况，都不允许她陪着，十分担
心。“我会回来的，不回，也会带着
您走。”雯雯说。

雯雯的语言里，处处流露着她
的懂事。走访完，她将我送至楼
下，逆着光，仍看得见她脸上的灿
烂笑容。

▲在熬过风霜苦寒之后，雯雯终于
见到了彩虹。记者/谢嘉 摄

整面墙的荣誉证书
是他家客厅唯一的“装饰”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刘芳

记者走访纪实

小文（昵称）家住渌口镇解
放村的一套公租房里。10 多平
方米的客厅内，只能摆下沙发、
桌子和一个书柜，整面墙贴满荣
誉证书，成为拥挤客厅里唯一的

“装饰”。
“这次考试没发挥好，同学

都说数学难，我却是英语没考
好，拖了后腿。”小文自小成绩优
异，从小学到初中多次被评为

“三好学生”。他尤其喜欢数学，
也下了很多功夫，数学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多次获得“学校数学
单科状元”“数学解题大赛一等
奖”等荣誉。2018 年，小文在全
国中学生数学能力竞赛中，荣获
湖南省初三年级组一等奖。

在邻居家眼里，小文就是
“别人家的孩子”，不仅成绩好，
还乖巧懂事，自理能力特别强。

“小文从小就懂事，很聪明，
从不要我们操心学习的事，他知
道我和他爸身体不好，还会帮我
们做一些零散的家务。”说起小

文，妈妈满脸自豪。
因家庭条件不好，一家三口

长期住在公租房里。父亲常年
身体不好，只能靠打零工赚点生
活费。9年前，母亲检查出肺癌，
做了手术，让这个原本贫困的家
庭更是雪上加霜。

“不管生活给了我什么，我
都要努力学习，积极生活。”小文
阳光开朗，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他平常喜欢运动，打篮球、跳绳、
跑步，他说：“在运动中，能感受
到生命的强大，也能让自己更有
活力。”

在这个假期，小文还合理利
用时间，发挥自己的特长，做了
一份家教兼职，希望能给父母分
担一些压力。

对于未来，小文充满期待，
希望在大学里能学有所成，做一
名工程师。他说：“在我成长的
过程中，得到了很多爱心人士的
帮助，以后，自己希望能延续这
份爱，回馈社会。”

老师说

记者手记

班主任文光辉说，小文是一个有理想的学生，他知道只有依靠知
识才能改变命运，从高一开始就很认真努力地学习，通常是最晚离开
教室的。在生活上，他很勤俭节约，与其他同学相处也很有爱，经常
参加志愿者活动，尽心尽力帮助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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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人也救心

如今，湘江义务救援队已经成为了人员
分工明确、专业素质过硬、救援经验丰富的成
熟救援队伍。

记者问邹国良，年复一年地守在湘江边，
觉得辛苦吗？

邹国良回答：“辛苦肯定是难免的，每年5
月到9月是太阳最毒辣的时候，湘江义务救援
队的队员，要从下午 3 点一直巡逻到晚上 10
点。并且每次救援，队员们都是冒着生命危
险与死神较量，稍有不慎就会将自己的性命
也搭进去，所以他们的家人也有点担心。但
选择加入团队，选择当志愿者，就要让志愿二
字名副其实。”

2014年10月16日晚9时许，由于受到前
男友的殴打，一名 21 岁的醴陵女孩来到株洲
大桥，欲跳桥自杀。此时，湘江义务救援队队
员张卫华行经株洲大桥，发现情况不对后停
了下来，对女孩进行开导。

因为遭受殴打，女孩的手掌、右手手肘均
有淤青，手指也受伤了。她对张卫华说，这个
世界太不公平，不想活下去了。

张卫华跟她讲述了一些自己的不幸经
历，试图打开女孩的心结。“我把自己的一些
遭遇讲给她听后，她哭了起来，我跟她说，妹
子啊，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跳桥，而是果断报案
和远离渣男。”张卫华说。

经过1个多小时的劝导，女孩的情绪逐渐
恢复平静，之后打的回家了。

夏季“野泳”又露头
切勿心存侥幸

株洲城市发展越来越好，湘江沿岸的风
景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和市民们。进入

“野泳”的高峰时段，虽然安全提醒年年在做，
但仍有市民不放在心上。

邹国良告诉记者，今年涨水，在湘江河游
泳的市民比往年要少了一些，救援队在湘江
边上处置了一起险情。但随着三伏天的临
近，“野泳”的人只会越来越多。

“在水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特别是带
孩子的家长，不要只顾着玩手机，孩子一旦落
水，生命都是以秒计算。”邹国良说。“前几天
有位家长带孩子来江边玩，小男孩会游泳但
不熟练，下江以后被冲到河中间去了，幸亏套
了救生圈，我和另一位家长把这个孩子拉上
来了。”邹国良说，一些家长带孩子过来游泳，
他们会要求家长一定要给孩子带上救生圈，
不带救生器材不让孩子下水。

“一个孩子关乎一个家庭，安全两字值千
金，暑期是青少年溺水事故多发期，家长和孩
子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切勿心存侥幸。”邹
国良说，湘江义务救援队之所以能走到现在，
靠的是队员们尊重生命的信念。因为队员们都
相信，他们所拯救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溺水者，
还是一个家庭，一份株洲市民对他们的信任。

7 月 12 日下午 4 点，邹国良和往常一样，
来到湘江沿线关注水面情况，溺水事故多发季
节来临，如何挽救滑向湘江的生命，成了邹国
良眼下最重要的事情。

邹国良是地道的株洲人，幼时体质较差，
后因朋友的“刺激”，爱上了游泳，随后游泳的
范围越来越大，从泳池扩至湘江。

乐源于水，忧也源于水。上初中时，邹国
良一个儿时的玩伴在湘江游泳溺水，因错过了
最佳救援时间而死亡。邹国良伤心地回忆，那
个伙伴被打捞上来时，肚子已经是干瘪的，但
他的父亲还是认为残存一线生还的希望，对着
儿子不停地做人工呼吸。直到医生宣判回天
乏术时，仍没有停止。

“一个年轻的生命，突然之间就没有了。”
邹国良说，那个父亲撕心裂肺的哭声在他脑海

里萦绕了很久。或许是从玩伴的意外离开起，
邹国良开始注意在湘江发生的溺亡事故。

2011 年 8 月 17 日，邹国良发起的湘江义
务救援队正式成立。队员们部分来自冬泳爱
好者，部分从社会上招募。

“为了救命，我们走到一起。”邹国良担任
湘江义务救援队队长。

因为关乎生命，湘江义务救援队对队员的筛
选十分严格。“一口气潜水20米，20秒钟游完25
米。”邹国良说，这些都是筛选队员的“考试”标准。

由于选拔标准苛刻，湘江义务救援队成立
时报名的近百人中，只有16人留了下来，可就
是这 16 名“浪里白条”，托起了湘江株洲城区
段的安全。接下来的 11 年时间，湘江义务救
援队发展壮大，救援队员发展到 360 余人，并
于2016年1月升格为湘江义务救援协会。

值守湘江11年 他们救起128名溺水者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他们是一群普通的游泳爱好者。救人，这个朴素的信条将他们聚在一起。他们定期在湘
江边值守，没有任何报酬，但因为他们的存在，11年时间，一共在湘江里救起128人。他们是湘
江义务救援队（湘江义务救援协会），一个以生命践行志愿精神的“草根”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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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救命，游泳健将走到一起

“上岗”11年，从湘江里救起128人

“11年时间，一共在湘江里救起128人，其
中 120 人得以生还。”说起队员们拯救溺水者
的英勇事迹，邹国良打开了话匣子。

邹国良清楚地记得，队员张卫华把一个16
岁的大个子少年从江中救上岸后，自己双腿抽
筋，差一点没能爬上岸；队员刘增芳，在中午一
点多的烈日下，两次潜入到 5 米多深的水域，
将一位女青年救上岸，年轻力壮的他累得浑身
发抖，脸如白纸；因为河床下不规则的石块多，
队员肖暑文、张志诚、游国强、易卓文脚被划
开，鲜血淋漓……

说起救援经历，湘江救援队的队员们表
示，每一个被挽救的生命背后，都有一个故
事。“一天一夜都说不完呢。”队员张卫华说。

2013 年 8 月 4 日，在天元大桥河东水域，

两名孩子意外溺水，所幸被正在附近巡逻的邹
国良及时救上岸。

“当时，有两个孩子和两名女子在台阶边的
水域玩水。”邹国良表示，根据经验，台阶处是事
故高发区，为此他时刻关注，担心孩子会有危险。

果然，两个孩子原本是站在台阶处，后来
小一点的孩子可能下水时一脚踩空导致溺水，
大一点的哥哥急忙救援未果，岸上的两名女子
因不会游泳，急得大声呼救。

邹国良发现险情，立即携带救生器具下水
救人，所幸当时所处位置水深只有大约两米，
距离岸边也只有几米，救援过程比较迅速，不
到两分钟就把两个孩子平安救上岸。

孩子的家长事后找到了湘江义务救援队，
说救援队是他家永远的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