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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

上小学时父母离异，
此后谷怡霏一直跟着爷
爷奶奶生活。乐观、自信
的谷怡霏，经常利用假
期、课余时间，参加志愿
服务活动。高中三年，谷
怡霏努力学习，高考以面
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
国传媒大学。7月29日，
记者采访了谷怡霏。

受访学生：谷怡霏
毕业学校：舞阳一高
高考分数：569分（文）
录取院校：中国传媒大学
家庭住址：舞阳县花园路77号

□文/图 本报记者 朱 红
实 习 生 刘园园

上小学时父母离异

18岁的谷怡霏，家住舞阳
县花园路。谷怡霏的父母在
2012年离婚，当时谷怡霏还在
读小学。离婚后，父母各自组
建了新的家庭。母亲张晓慧在
一家化工厂上班，又生了一个
女儿。父亲是工人，又生了一
个儿子。

谷怡霏的户口跟着亲生父

亲，但一直与爷爷奶奶生活在
一起。爷爷以前患过脑梗，治
好后一直行动不便，后来意外
摔倒，伤了膝盖。奶奶腰椎间
盘突出严重。

谷怡霏的生活来源，主要
是爷爷奶奶微薄的退休工资和
母亲的贴补。

谷怡霏告诉记者：“我平时
与妈妈联系很多，常和她聊聊
彼此的生活，她也会说一些对
我的期盼和建议，对我的人生
的规划等。”工作虽忙，但张晓
慧时常关心女儿，与女儿的关

系一直很好。女儿学习紧张的
那段日子，张晓慧申请调班，
抽出时间照顾女儿。

“我最近有些不舒服，女儿
跟我说‘妈妈，我就要上大学
了，会离你很远，你要照顾好
自己’。她暑假就跟着我学做
饭，经常给我熬中药喝。”张晓
慧说。

自信乐观 成绩优异

谷怡霏喜欢书法和舞蹈，
有自信心，敢于在各种活动中

表现自己。高中时，谷怡霏连
续三年被评为“三好学生”“优
秀班干部”。她还与同学一起代
表舞阳县参加比赛，获得河南
省防震减灾知识竞赛三等奖。

平 日 里 ， 谷 怡 霏 坚 持 练
字。这也带给她很多乐趣。谷
怡霏进入中国传媒大学走的是
特殊类型招生，而字体工整的
申请书和脸上洋溢的自信，助
她获得专业面试第一名。

对于高考成绩，谷怡霏并
不满意，英语和文综分数没有
达到她的目标，有些遗憾。

高考结束后，谷怡霏知道
家里困难，起先在快餐店帮
忙，后来在母亲的建议下，做
起了辅导班的老师，每天六个
半小时，辅导24个孩子。

谷怡霏说：“我大学选择了
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这个专
业可以学习基础汉语，可以深
入了解汉语和中文的美。这个
专业对英语和计算机的要求比
较高，能督促我多学点这方面
的知识。”

进 入 大 学 之 后 有 什 么 计
划？谷怡霏告诉记者：“我可能
会选择在假期支教，等到大三
学习任务不太重的时候勤工
俭学，但一定不能耽误学习。
我会考虑考研，英语四六级准

备在大三前通过。”

喜欢参加志愿活动

张晓慧跟女儿一起加入了
舞阳县青年志愿者协会。

2017 年 ， 在 “ 爱 心 粥
棚” “端午节送温暖”等活动
中，谷怡霏趁着假期在县里的
活动点帮忙。在 2018年“爱心
助考”活动中，谷怡霏为高考
学子提供免费服务。谷怡霏
说：“参加‘爱心助考’活动我
觉得很快乐。我 2019年也要参
加高考，帮助他们的同时我也
能提前学点经验。”

张晓慧说：“女儿的高中老
师知道我们家的情况，一直以
来都很照顾女儿。女儿也很懂
事、积极向上。我带着她参加
志愿活动，也希望女儿在困难
的时候能得到别人的帮助。”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
是对人生的辜负。”这是谷怡霏
最喜欢的一句话。

对于现在的生活，谷怡霏
感到很幸福。

谷怡霏自信地说：“随着年
龄的增长，我能承担得更多。
很多事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
争取、去实现，未来掌握在自
己手中。”

谷怡霏：乐观自信 砥砺前行

谷怡霏谷怡霏（（左左））辅导学生功课辅导学生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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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在一家教
育培训机构，张桓耀正在
给5名高中生上物理课。
分析思路清晰、讲解绘声
绘色，俨然一名职业教
师。其实，张桓耀还是一
名18岁的准大学生。因
为家里穷，为攒大学学
费，今年6月一参加完高
考，他就打上了暑假工。

受访学生：张桓耀
毕业学校：漯河四高
高考分数：618分（理）
录取院校：哈尔滨工业大学
家庭住址：郾城区龙塔街道

张桓耀：心有阳光 努力向上

□文/图 本报记者 尹晓玉

妈妈打零工供他上学

为了解张桓耀的情况，7
月 30日上午，记者先后来到他
的家中和他工作的地方。

张桓耀家是郾城区龙塔街
道的一处农家小院，房屋已经
破旧不堪，客厅里放着一组老
旧沙发和一台老式电视机。令
记者眼前一亮的是，一整面墙
上贴满了他的奖状。

张桓耀和妈妈、姐姐一起

生活。姐姐正在大学读书。妈
妈文化程度较低，没有固定工
作，靠打零工维持一家人的生
活。为了供两个孩子读书，她
每天早上5点上班、晚上9点下
班，每月有 2000 多块钱的收
入。

“我没什么文化，原来在离
家不远的工厂打零工，一个月
1000多块钱。孩子们慢慢长大
了，要上学、要生活，日子越
来越艰难，我就辞了工作找了
现在包包子的工作，虽然辛
苦，但收入比原来高多了。”张

桓耀的妈妈告诉记者，她现在
就想着拼命工作，让儿女都能
顺利上完大学。眼看着儿子已
经被大学录取，马上就要开
学，学费还没有攒够，她心里
很着急。

经常学到凌晨

家境贫寒，让张桓耀倍加
珍惜读书的机会。在学习上，
他从来不敢放松，尤其是进入
高中以后。高一，他当了班
长，一边学习一边处理班里的

事 情 ， 经 常 感 到 时 间 紧 迫 。
怎么办？他用一张大纸，写下
每天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利用
每天上下学路上的 20 分钟时
间，复习这些知识点。

进入高三，他学习的思路
是以更加认真的态度大量地做
习题。“高三上半学期，在进行
第一轮复习时我参加了学科竞
赛，需要抽时间进行专门的训
练，复习的内容就落下了一
些。竞赛结束后，我就每天晚
上自己补习。”他告诉记者，随
着复习量越来越大，他会对题
目进行甄别，只做新颖一些的
题目，跨过那些已经熟练的题
目，使学习更有效率。

“整个高三，为了节省时间
学习，我选择了住校。我每天
和同学一起在晚上和课间到操
场跑步，锻炼身体，避免生病
影响学习。其他时间几乎都用
在学习上，经常和同学一起在
寝室学到凌晨。”张桓耀说，现
在回想起来，感觉当时真的辛
苦，但也很值得。今年高考，
他以 618 分的优异成绩被哈尔
滨工业大学录取。

辅导班代课攒学费

为 了 攒 学 费 ， 高 考 一 结

束，在一名学长的引荐下，张
桓耀来到离家不远处的一所培
训机构代课，主要是教高中生
物理和数学。

7 月 30 日 ， 记 者 见 到 他
时，他正在给 5名同学上物理
课。讲课生动有趣，谈吐落落
大方，他身上没有生于贫困的
悲观情绪，满是理想主义和乐
观主义。

“在辅导班工作，虽然不用
像上学时起那么早，但感觉比
上学辛苦。通过这段时间的工
作，我体会到想做好任何一件
事情，都需要下功夫才行。”
张桓耀说，每天中午和晚上下
班后，他都会在辅导班备课，
完成备课后才回家吃饭。

谈到学费，张桓耀说：“我
大学一年的学费是 6500 元钱。
在辅导班一个月，可以挣 3000
多元钱。再凑一些，应该差不
多了。”

关于未来，张桓耀的回答
让人惊讶：“未来并不想赚太多
的钱，而是希望成为有理想有
情怀有作为的人。原来一直在
学习，很少接触和了解社会，
觉得自己的眼界等方面都有
限。进入大学后，想更多地学
习书本以外的东西，丰富自己
的思想和生活。”

张桓耀给高中生作辅导张桓耀给高中生作辅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