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 光

8月 27日，位于南京的东南大学迎来
2016级本科新生。其中，来自我市临颍县
的14岁女孩贾谊，是今年东南大学年纪最
小的大一新生。

昨天，贾谊的妈妈王女士说，家庭环
境影响孩子一生。父母应该从小陪伴孩
子，教育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

【学习】
小学成绩不好 没上过辅导班

贾谊出生于 2001年 12月 20日，被东
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录取。她
此前在临颍一高上学，上完高二参加高
考，被东南大学少年班录取。贾谊戴着牙
套，1.73米的个头，人群中特别显眼。

贾谊父母的学历并不高，爸爸是中专
学历，妈妈是高中毕业。

贾谊说，她从来没有上过辅导班，全
凭课堂上的高效学习。选择生物科学与医
学工程专业，是受学医的姐姐影响，希望
以后能做个医生。

8月 28日，记者采访了贾谊的妈妈王
女士。贾谊的家位于临颍县台陈镇席贾
村。贾谊的爸爸是台陈镇崔关帝庙小学老
师。小时候家里很穷，他们一家人都住在
爸爸学校的宿舍里。

贾谊三岁多时，见学前班的孩子写字
画画，她也跟着学。老师让她跟着学。在
学前班上了半年，感觉贾谊进步很快，爸
爸让她上一年级，没想到竟能跟上。

“贾谊从小个高，总是坐在后排，小学

成绩并不突出。”王女士说，到初三后，贾
谊进步很快，成绩名列前茅。高中阶段，
贾谊的成绩比较靠前。一位老师看她年龄
小，就建议她试试少年班。父母通过各种
渠道搜集资料、了解情况后，同意贾谊报
考。最终，贾谊报考了华中科技大学和东
南大学的少年生。今年高考，贾谊考了613
分，过了东南大学少年班的分数线。7月
初，在妈妈带领下，贾谊到东南大学面
试。8月，贾谊拿到了录取通知书。8月18
日，妈妈王女士带贾谊到东南大学参加少
年生夏令营。8 月 25 日，夏令营结束后，
王女士帮女儿搬进宿舍就回家了。8月 27
日，学校正式开始开学。南京当地媒体得
知贾谊情况后，纷纷采访她。

【家庭】
没有电视机 父母常看书

对于大学生活，贾谊告诉记者，12岁
上高中就开始住校，早就适应了集体生
活，洗衣、叠被完全不成问题。

贾谊有个姐姐，在华中科技大学读大
三。家里供应两个大学生，全靠父亲一个
人的工资，很不容易。

“两个孩子上大学都用了助学贷款。”
王女士说，虽然家里条件不好，但他们从
不给孩子任何压力。

“孩子生下来都是我们自己带。过去家
里连电视机都没有，我们两人整天都在家
看书。孩子受我们的影响，从小就养成了
好的学习习惯。我们感觉带孩子很省劲
儿，我们也没给孩子太多指点，都是他们
自学。”王女士说，家庭环境会影响孩子一
生。目前农村不少人整天在外打工，把孩
子交给爷爷奶奶，想着等孩子上学了再
管，其实那时候已经晚了。虽然挣了一点
钱，但把孩子的一生毁了。

贾谊的班主任刘中卫说，贾谊在学校
很努力，喜欢自己钻研、提前预习，充分
利用课堂时间，能迅速把学到的知识灵活
运用；和老师的关系比较融洽。父母也很
重要。父母给孩子足够的空间，指导他们
考虑问题的方法，这都很重要。

（线索提供者宋先生获50元奖励）

少年班是针对早慧少年的一种特殊教
育模式。

国内少年班始于1978年，在美籍华裔
物理学家李政道的建议下，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创建了少年班。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也曾
一度招收少年大学生，后由于种种原因相
继停止招生。

目前，东南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三所高校仍在招生。根
据中科大的统计，少年班九成以上毕业生
获得了博士或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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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区 LUOHE06 漯河

本报讯（记者 朱 红 实习生 李亚聪） 8月24
日，本报报道了舞阳县章化乡张羽兄妹三人成为
孤儿、无力继续上学后，亲友、邻居等人帮助他
们的事情。近几天，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关爱张
羽兄妹三人。昨日，记者获悉，张羽兄妹三人已
经收到捐款12万元。

当记者的稿件在“漯河发布”客户端刊发
后，在一家新闻单位工作的刘女士第一时间联系
了记者，并通过微信转给张羽100元钱。

刘女士还给张羽留言：“钱虽然不多，但这是
我的心意，希望你能尽快振作起来，坚强些。”

记者了解到，近几天，不断有市区及舞阳的
社会组织、爱心人士联系并给张羽捐款。其中，
市区一家公益组织一直关注着张羽。截至目前，
该组织已为张羽募集善款 24056 元。8 月 24 日下
午，这家公益组织负责人赶到张羽家，带去了众
多爱心人士的24056元善款。同时，爱心人士刘广
超还给张羽兄妹三人带去了几大箱进口食品，并
鼓励张羽自强不息，努力学习，照顾好弟妹，大
学毕业以后好好回报社会。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市民，通过网上银行
给张羽转账15000元，并将这笔善款做了分配：弟
弟妹妹每人各 2000元，用于一年的生活费；张羽
11000 元，其中 6000 元是学费，5000 元是生活
费。该市民还表示以后会继续资助他们。

记者了解到，截至 8月 26日，社会各界给张
羽三兄妹的捐款已超过12万元。

张羽告诉记者，近几天，很多素不相识的好
心人主动跟他联系，或加他微信，直接给他转
账，或到家里看望他们。

“还有不少人给我留言，给我精神上的支持，
鼓励我带着弟妹渡过难关。这对我来说，同样是
一种爱心。非常感激这么多好心人帮助我们兄妹
三人，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照顾好弟妹，
完成学业。”张羽说，非常感谢大家。

张羽说，目前捐款已经很多了，不用再给他
们捐款了。他相信，他们兄妹三人的生活会慢慢
好起来的。

本报讯（记者 齐 放）沙南井冈山路北段的路
灯黑灯瞎火几个月后，终于在8月26日重放光明。
遗憾的是，13个路灯亮了5个，还有8个没亮。

8月 23日，本报《南段路灯明亮 北段一个也
不亮》一文，报道了市区沙南井冈山路北段路灯不
亮一事。8月 26日晚上 8时许，接到市民“灯亮
了”的电话后，记者再次来到汉江路与井冈山路交
叉口，站在路口向北边的井冈山路看去，只见有几
盏路灯闪耀着光芒；许多市民沿路向北边的沙河散
步，孩子们也快乐地跟在家长身边嬉戏。

遗憾的是，记者仔细观察发现，这段路的路灯
并没有全部亮起。汉江路与井冈山路交叉口旁就有
两盏路灯没有亮，交叉路口一片昏暗。过了南关村
后再向北到沿河道路，相邻的 5盏路灯也没有亮
起，此段路依然被黑暗笼罩。一旦对面路过的车辆
打开远光灯，路人就会看不清前方道路。

一路走下来，记者发现，这段路上共有 13个
路灯，亮了5个。

为何有些路灯没有亮？市路灯管理处相关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那段路的路灯由附近在建小区的开
发商负责开发建设。接到市民反映后，他们立即与
源汇区建设局和在建小区开发商协调，已先期恢复
了供电。但是，有些路灯已损坏。这也应由开发商
负责维护。

这些由开发商建设的公共设施路灯，何时才能
移交市路灯管理处进行正常的管理和维护呢？对
此，市路灯管理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时间不
确定。

■《邻居亲戚同学 捐款帮助他们》后续

爱如潮水涌向兄妹三人

爱心捐款达12万元

■《南段路灯明亮 北段一个也不亮》后续

13个路灯亮了5个
本报讯（记者 王艳彬） 8月26日，得

知 81岁的邻居走失后，市民戴东花出门帮
忙寻找。辗转找到老人，她却感冒了。

8月26日清晨6点，一场秋雨过后，气
温只有 15℃。在市区钟楼广场附近住的小
学教师戴东花，突然听到邻居家传来呼喊
声：“不好了，老爷子不见了！”热心的戴
东花赶忙跑过去询问，得知今年 81岁、患
有老年痴呆的苏运生老人走丢了。

“我现在就去找老爷子！”戴东花说着
就去推电动车准备出门。

老人的儿子苏铁刚拉住戴东花说：“戴
老师，你身体不好，还是我们去找吧！”

“多一个人找就多一分希望，我们分头
找。”戴东花说着就走了。

从教 30年的戴东花，2012年 1月被查
出患有乳腺癌。手术后，她又进行了 6次
化疗。而后，她又投入了教学。

出门后，戴东花遇到锻炼身体的人就
一个一个地询问他们，见没见到一个高高
瘦瘦的老人。一位路人说：“光听你说，也
不知道长啥样，你最好拿张照片找。”

戴东花赶紧回去要了一张老人的照

片，又开始出去寻找。苏运生老人曾住在
五里庙，戴东花就骑着电动车到五里庙
找，可找了半天也没找到。

随后，戴东花又沿着嫩江路找，而后
又拐到井冈
山 路 。 最
终，在德国
小镇小区附
近，戴东花
找到了苏运
生老人。

“终于找到了！”看到老人并无大碍
后，戴东花立即电话通知了苏铁刚。“别怕
啊大爷，你儿子铁刚一会儿就来了！”戴东
花安慰老人说。

苏铁刚立即驾车来到井冈山路，见到
戴东花正在安慰因为找不到家而心急的老
父亲，激动地感谢戴东花。

“谢啥呀，都是邻居。”戴东花说着连
打了几个喷嚏。

着急找人的戴东花，只穿了一件短
袖，因气温下降、骑电动车风大感冒了。

八旬老人走失 热心邻居找回

戴东花戴东花 （（左一左一）） 搀搀
扶苏运生老人回家扶苏运生老人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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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颍女孩贾谊四岁上小学，高二参加高考

14岁漯河妞 考上东南大学少年班

贾谊贾谊 据中新社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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