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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寄语：希望社会上更多爱心企业、爱
心人士加入到关爱贫困学生的队伍中来，为
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爱心成就梦想，助学点燃希望。近日，远
在广州工作的爱心人士何志方联系我们，表
示愿意资助贫困学子小淑，“大学四年，我想
每年资助5000元。”

小淑家在炎陵县，5 岁时父母离异，亲生
父亲早已失联，母亲患抑郁症多年，每个月需
吃抗抑郁药。为多赚点钱抚养小淑姐弟，母
亲长期在东莞工厂打工，一家人聚少离多。
小淑十分懂事、努力，今年考出物理类520分
的成绩。

“家里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何志方
说，了解小淑家庭情况后，他与家人商量决
定，可以每年资助小淑 5000 元学费，为孩子
大学梦保驾护航。

何志方是株洲伢子，在广州定居 20 年
了，每个月都会回株看望父母。前阵子，他与

家乡好友喝茶时，得知株洲晚报助学活动后，
第一时间就“心动”了。随后，他在网上认真
查阅了株洲晚报助学活动信息，觉得非常有
意义。何志方说，他 1988 年考上大学，他明
白，对于一个贫困孩子而言，知识的重要性是
不言而喻的，他希望社会上更多爱心企业、爱
心人士加入到关爱贫困学生的队伍中来，为
孩子们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

得知有爱心人士帮助自己，小淑说，感谢
大家为她提供的帮助与支持，“大学生活即将
到来，我会坚守本心，刻苦学习，在学有余地
的情况下，去做一些兼职和志愿者服务。”

“大学四年，我想每年资助5000元”

何志方：为小淑大学梦保驾护航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嘉

11 日下午，此前与记者在微信里沟通过
的宾友华先生来到株洲晚报，捐助千元现金，
指定帮助攸县的小逸同学。

宾先生说，他在株洲晚报上看到孤儿小
逸的情况后，通过记者提供的电话，联系上了
小逸，“10号下午，我与小逸通了电话，小逸目
前在外地打工。从聊天中，我发现这个女孩
很懂事，又自强自立，且有自我保护意识。通
过电话沟通，我决定将这1000元捐款指定资
助她。”

从聊天中，记者发现，富态的宾先生是个
很热心的人，正如其外表所表现的一样。

宾先生自述，他老家在衡阳，来株洲快30
年了，对株洲有很深的感情。问起做公益的
缘起，他列举了自己认为有很有意义的6件好
事：

第 1 件，1995 年 11 月 25 日，株洲绿园大
酒店发生火灾，他从火灾场里背了 3 个人出
来；第 2 件，他曾经在火车站堤升街做了 5 年
盒饭，这 5 年里，他捡了 14 个外地孩子，有岳

阳的、常德的、衡山的，还有湖北的，“这些孩
子，我全部将他们送回了老家”；第3件，他当
城管队员时，帮扶老人、小学生过马路不少于
两千次；第 4 件，株洲市开通市长热线后，由
他报告的井盖问题有1500—1600个，消除井
盖的安全隐患，也是很有意义的事；第5件，汶
川地震时，他参与震区救灾三天三夜；第6件，
就是助学，这件事他表示会一直做。

宾先生自述在学林街道办事处上班，每
个月到手收入不到2000元，“我捐的钱不多，
但这也是我半个月的工资了。这些年，我资
助过七八个学生，一般是直接将钱送到学生
家里去，500 元或者 1000 元，这是我的一份
心意。”

另外，昨天下午，张先生来电称，愿意和
朋友一起，资助株洲晚报11日见报的两位贫
困生，每人资助5000元，但他表示，不接受采
访。天天超市的刘先生微信转款 200 元助
学，去年金秋助学，他曾通过腾讯平台参与

“助学10元捐”。

宾友华：捐款千元资助小逸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爱心寄语：希望小逸努力成才，感恩社会。
公益之路：火灾场里救过人，参加过汶川救灾，经常护送老人、小孩过马路，经常关注破损

井盖，还曾经帮扶14个流浪在株洲火车站的孩子回家，至于助学，为七八个学子资助过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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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为家庭奋斗
为弟弟和奶奶奋斗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实习生/周奕施

贫困生档案
编号：046
姓名：小王
性别：女
高考分数：448分（物理类）
毕业学校：株洲市第八中学
录取学校：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
家庭情况：弟弟四岁，母亲无工作，父亲
打工收入低。

记者走访纪实

“我想读书、考研，想找到好的工作，想要
多替父母分担一些负担。”8月9日，记者采访
小王时，这个刚参加完高考的花季少女对未来
已经有了目标。

爸爸、妈妈、奶奶、弟弟和小王五个人生
活在天元区一处自建房中，炎热的夏天，五个
人不得不挤在一间有空调的房间里休息。由
于奶奶身体不好，双脚无法长时间站立，母亲
必须留在家里照顾奶奶，父亲是这个家里唯
一的收入来源，平时靠刷墙、刷油漆等零工来
养活一家五口。

“今年天气热，不好找事做，我近乎快两
个月找不到工作。”小王父亲说，大环境不好，
失去了收入来源，他只能找亲戚朋友借钱来
生活。但即使这么困难，小王也没有抱怨，也
从不在物质上有任何要求。父亲表示家里的
这个条件是不可能还有钱去给她补课的，但
她也从无怨言，从不抱怨。

由于学校离家较远，小王在市八中读书一
直住校，周末回一趟家就得转两趟车花上三四
十分钟，回家后小王还会帮忙照顾奶奶和只有
四岁的弟弟，所以每次回家，弟弟看到这个温
柔的姐姐总会分外高兴。为了节约时间复习，
上高三之后，小王和一个同学在学校附近租了
一间廉价的小房子，每天学习到深夜。

“小王总是很努力，很认真，在条件有限
的情况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事情做到最
好。”老师对小王的评价非常高。在母亲的眼
里，小王有点内向，不爱交流，但是同学们都
觉得她很好相处。

父亲和母亲对小王的期望就是好好读
书，他们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供她读书，希
望她为自己奋斗。而小王则觉得，自己更应
该为家庭奋斗，为弟弟和奶奶奋斗，她要通过
努力读书走向更好的未来。

谈到自己理想的专业时，她兴奋地说，想
选择英语专业。当问到她有没有遇到过什么
困难时，她回答道，自己的英语口语不是很
好，不太“好听”。怎样去克服呢？小王有些
羞涩地回答，“这个时候就只有问老师和同学
了，除这个之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了。”这或许
就是她对于读书、对于未来、对于人生的态
度，永远会在有限的条件下，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事情。

记者手记

每个人的起跑线都不一样，每个人的人
生轨迹也不尽相同。小王从不抱怨自己的起
跑线，而是在自己的跑道上奋力地奔跑着，跑
出独一无二的人生轨迹。相信她，定能用努
力执着的态度，创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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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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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宝妈“轩宝”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小学
二年级，小的读幼儿园中班。大部分时间，她
都围着两个孩子转，接送上下学。

她和许多同龄人一样，爱宅在家里，泡在网
上，打游戏刷抖音。她又和同龄人不一样，她是
一个手工爱好者，并且手很巧。之前，她迷上了
打毛衣，还兴高采烈地给儿子织了好几件毛衣，
但儿子不爱穿，这深深地打击了她的热情，所以
就放弃了。后来，她迷上了绣十字绣。

对心灵手巧的她来说，绣十字绣是门精细
的活，虽然过程不复杂，但也来不得一丝一毫
的马虎，必须认真对待每一针、每一线。去年
下半年，喜欢刷抖音的她，试着把自己做好的
成品发到了抖音上，没想到得到了一些网友的
鼓励和支持，这给了她很多信心。接着，她将
更多款式的十字绣成品拍成小视频发在抖音
上，不少网友纷纷留言求方法或成品。

于是，“轩宝”开始了晚上在抖音上直播十字
绣的编织过程。“最重要的是处理好几个关键细
节，比如收尾的地方……”一晚直播持续整整两
个小时，“轩宝”边直播制作细节边和网友互动。

后来，颇有生意头脑的“轩宝”还开始了带
货之路——销售十字绣的材料包。现在网上
购买材料包渠道非常多，但因为她有很高的十
字绣手艺，能及时为网友提供后续答疑解惑，
材料包销量还不错。

直播时间比较自由，还能挣点生活费，“轩
宝”感谢网络时代，让宝妈除了带娃外，有了更
多精彩生活的可能。

95后宝妈：直播间“绣”出精彩生活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旷昆红

答疑

◀打开抖
音扫码可关注。

心情物语

想让友谊之树常青不败，先要土地
肥沃；想让高楼大厦高耸入云，先要有
厚实的底座；想要花园四季如春，先要
气候温和；想让别人赞叹你，你先要有
充实和丰富的内涵，并且为人厚道，坦
然面对生活，问心无愧。

——摘自celsa_libia的微博

▲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