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爽：要用知识改变家庭困境

□文/图 见习记者 杨 淇

记者初次见到李爽时，他正在
临颍县城一家饭店打工，内敛、不
爱说话、身材比起同龄人有些瘦
弱，这是记者对他的第一印象。“放
假了，想挣点钱凑学费。”李爽小声
对记者说。在和饭店请了假之后，
李爽带领记者前往王岗镇石桥李村
的家中。

从没买过零食

李爽家有四口人，家里的收入
来源就是父母守着的那几亩田地，
李爽还有一个哥哥，但哥哥在外
地打工挣的钱勉强维持自己的生
计。

记者和李爽来到家里的时候，
正巧他的母亲在家，父亲也刚从地
里干活回来。简陋的房屋，除了桌

子、椅子，记者看到还有一台破旧
的冰箱和一台电视机。“冰箱是俺弟
弟家的，电视是爽他姨家淘汰下来
的。”李爽的母亲郭改真告诉记者，
家里的大多数东西都是亲戚家用过
的。“我们觉得亏欠孩子太多。”父
亲李明亮说。

郭改真说，李爽从小到大的衣
服是亲戚家孩子淘汰下来的，没有
给他买过新衣服，但李爽对此从没
有过丝毫抱怨。邻居的孩子和李爽
在一个学校上学，有一次，邻居孩
子在学校看到李爽在超市卖烤肠的
地方站了很久，最终也没舍得买，
他在学校从没有见李爽买过零食，
有时别人都去吃饭了，却看到李爽
在教室里啃馒头。郭改真知道这些
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她知道儿子是
想少花点钱为家里节省一些，而李
爽却对母亲说：“能吃饱就可以，零
食也没什么好吃的。”

学习有方法

“性格内向、成绩优秀、朴素
节俭、集体荣誉感强。”这是李爽的
高三班主任杨梅对他的评价。杨梅
告诉记者，李爽在学校不仅学习成
绩不错，也深受同学们的喜欢，大
家有问题都喜欢去问他，他也很乐
意为同学们解答。

每天下晚自习后，大多数学生
都是直接回寝室或者去水房打水，
由于教室在 5 楼，放学人多，每次
下楼、打水的时间都要花费一二十
分钟，李爽就趁这个时间留在教室
学习，总结一天的学习内容，找出
学习当中遇到的问题。当把当天学
习的知识都梳理一遍之后，楼梯也
不拥挤了、打水的人也少了，这
时，李爽就快速地去打水然后回寝
室，合理地利用了在教室学习的时
间。晚上回到寝室后，李爽从没有
熬夜学习过。班主任杨梅对这点很
赞同，她觉得只要有方法，合理利
用白天的学习时间，就会有高的学
习效率，只有晚上好好休息，白天
才更有充沛的精力学习。杨梅告诉
记者，她对李爽有自己的期待：“希
望他在大学里性格开朗一些，多与
别人去交流，增强自己的交际能
力，也希望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在以

后的道路上越来越好。”

想为家庭分重担

对于自己高中的生涯，李爽告
诉记者，他最想感谢班主任杨梅老
师和好朋友赵旭阳。高考前有段时
间，李爽有些浮躁，学不进去，这
个时候，班主任杨梅找到李爽谈
心，赵旭阳也在寝室和李爽聊天时
指出了他那段时间存在的问题。当
时，李爽经过两人耐心的开导之
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进行
了及时改正。为此，李爽觉得如果
不是老师和朋友在那个时刻正确指
出问题引导自己，自己也不会有今
天的成绩。

7 月 27 日，李爽打来电话告诉
记者，他已经被河南大学录取了。
接下来的日子，他先要把暑假这份
工作干完，然后回家帮助家里干些
农活，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等待开
学。“在大学我还是会更加努力学
习，一直想的都是要靠自己，以后
找份好工作改善家里的状况，不想
看父母那么辛苦，也想要为家庭分
重担。”李爽坚定的话语，让记者感
受到了这样一个朴实的少年心中那
一份最真实的想法，带着家人、老
师和同学的期待，李爽已找准方向
为美好的未来做好了准备。

受访学生：王小宁
毕业院校：舞阳一高
高考分数：487分
家庭住址：舞阳县马村乡
碾王村

人物介绍

魏晓通：贫穷磨不灭向上的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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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学生：魏晓通
毕业院校：舞阳一高
高考分数：651分（理）
家庭住址：舞阳县孟寨镇魏寨村

人物介绍

□文/图 见习记者 刘彩霞

7月18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舞
阳县孟寨镇魏寨村的路口，见到了正
在路边等待的魏晓通。这个18岁的
男孩有些腼腆，带着记者穿过长满杂
草的小路，走到一个小院前。魏晓通
的父亲正在大门旁边的菜地里采摘
蔬菜，准备全家人的午饭。

家境贫困 靠父亲一人挣钱

记者跟着魏晓通走到家中，院内
几乎没有任何陈设，显得空空荡荡。
魏晓通的姥爷刚做完手术，母亲经常
要去照顾老人，家里只能靠父亲一人
打零工维持生活。

魏晓通上小学时，父母常年在外
地打工，经济收入还可以。几年后，
工厂效益不好，父母被辞退回到家
中，在附近乡镇的工厂找工作。其他
村民家都是新盖的房屋，而魏晓通家
里还是以前的老瓦房。

2008年，家里的瓦房经常漏雨不
能居住，父亲用借来的钱把老瓦房翻
盖成四间平房，从此家里再也没有添
置过大件电器。“桌子上的电视是我
小时候爸妈买的，直到现在都没有换
过，估计现在都找不到这么小的电视
机了。”魏晓通指着家里的电视机说。

环顾屋内四周，空荡荡的家里除
了电视机和几把桌椅，没有其他物
品。家里的两亩地主要靠魏晓通的
父母耕种，收的粮食勉强够全家五口

人吃。“我现在在工地上干活儿，有时
候没活儿干，有时还拖着工钱不发。”
父亲魏春平无奈地说。

努力学习 减轻家里负担

尽管家庭经济条件不好，但是父
母依旧努力赚钱供两个孩子上学。
魏晓通知道父母的不易，在学习上格
外用功。每次大休回家除了看书学
习，就帮父母做家务，辅导弟弟功课。

虽然在学校每天学习时间紧张，
魏晓通却十分喜爱踢足球。在一次
市里的足球比赛中，魏晓通所在的足
球队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也正
是因为足球，让魏晓通的性格有了一
些改变。“晓通的学习非常用功，性格
稍微有些内向，不善于与他人交流。
在不影响学习的情况下加入足球队
后，因为队里需要相互配合和交流合
作，他的性格变得外向一点儿，能主
动和大家交流。”班主任孙英杰说。

在课堂上，魏晓通认真听讲、做
练习，晚上回到寝室后，还抓紧时间
继续学习。每次考试基本都是班里
前5名，全级前20名。正因为他的勤
奋努力，高中三年，魏晓通都享受到
学校提供的学费全免和补贴生活费
的待遇，给父母减轻不少经济负担。
对于学校每月补助的生活费，魏晓通
有自己的打算，尽量控制每天的饭
钱。“吃饱就行，省下来的钱还可以用
在其他地方。”魏晓通觉得自己能不
向家里要钱，父母就可以少些负担，

安心打工赚钱供应弟弟上学。

对于未来 希望读研读博

高考结束后，魏晓通就到县城的
一家补习班当辅导老师。每天上午8
点半骑着自行车去上课，下午6点多
回家。尽管每天来回奔波很辛苦，但
想到能多挣一些生活费，他觉得很值
得。

“我是看着这孩子长大的，家里
条件一直不好，但是孩子学习争气。”
75岁的邻居崔玉香说。

高考成绩出来后，魏晓通考了
651 分，并顺利被西安交通大学录
取。当全家人面对一年6000多元的
学杂费时，却犯了难。父亲魏春平告
诉记者，到时候先向亲戚朋友借点，
实在不够，就把家里用的拖拉机卖掉
给孩子上学。

对于大学生活，魏晓通的内心同
样充满期待和渴望。“进入大学后我
一定抽时间做兼职挣钱，减少父母的
负担。我要继续读研读博，自己有更
好的发展，才能让家人的生活有所改
变。”魏晓通坚定地说。

魏晓通上小学时，父母
常年在外地打工，经济收入还
可以。几年后，工厂效益不
好，父母被辞退回到家中。如
今，家里只能靠父亲一人打零
工维持生活。

尽管家庭经济条件不
好，但是父母依旧努力赚钱供
他和弟弟上学。魏晓通知道
父母的不易，在学习上格外用
功。今年高考，魏晓通考了
651分，顺利被西安交通大学
录取。

如果你是一名品学兼优、家庭贫困，且已确认被报考院校录取，还在
为学费发愁的漯河籍应届考生，请与本报联系吧。

本报同时面向社会征集爱心人士、社会团体和企业参与此项爱心助
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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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学生：王小宁
毕业院校：舞阳一高
高考分数：487分
家庭住址：舞阳县马村乡
碾王村

人物介绍

自从高考成绩下来
后，王小宁一家就一直
在为学费发愁。在报志
愿的时候，她先挑选那
些学费相对较低的学校
和专业。在王小宁看
来，1000 多元的学费
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人物介绍

受访学生：李爽
毕业院校：临颍一高
高考分数：543分（文）
家庭住址：临颍县王岗镇石桥李村

李爽家有四口人，家
里唯一的收入就是父母守
着的那几亩田地，李爽还
有一个哥哥，但哥哥在外
打工也挣不了几个钱。

高考过后，李爽在临
颍县城一家饭店打工，想
挣点钱凑学费。今年高
考，读文科的他考出 543
分的好成绩，并被河南大
学录取。未来，他想靠自
己的能力改善家里的生活
状况。

魏晓通为家人洗衣服魏晓通为家人洗衣服。。

李爽在厨房烧火做饭李爽在厨房烧火做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