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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学生：曲凯明
毕业学校：市一中
高考分数：630分
报考院校：东南大学等

□本报记者 高红侠

两年前，曲凯明的父亲身患重
病去世，母亲靠打工供他上学。今
年高考，他考出了 630 分的好成
绩。为了凑足上大学的费用，他做
起了暑期工。7月13日下午，记者
来到曲凯明的家中采访。

父亲患重病，两年前去世

曲凯明家住市区长青路中
段湛河区水利局家属院，这是一
幢有十几年楼龄的老楼。房子
没有装修，客厅里摆放着沙发、
茶几等几件简单的家具，显得空
荡荡的。墙上贴着的 30 多张奖
状格外显眼。“这都是以前上学
时得的奖状，不值一提。”曲凯明
谦虚地说。

曲凯明今年 19岁，看起来有

些瘦小。母亲陈春花今年47岁，
没有固定工作，父亲生前是湛河
区农林水利局的职工。 2010 年
初，父亲体检时被查出患有重病，
当时，曲凯明正上初中二年级。
为了给父亲治病，母亲借遍了亲
戚朋友，四处求医，但 2013 年 8
月，父亲还是病情恶化去世了。

“他爸治病除了报销的钱，自
费花了十几万。”陈春花说，1997
年，丈夫所在的单位盖集资楼，他
们东拼西凑花4万元买了这套房
子。后来，她和丈夫一边养孩子
一边还债，谁知道经济条件刚有
些好转，丈夫又患重病，“直到现
在借的钱还没有还完呢。”

为省钱，他一天只花11元

曲凯明上初中时成绩一直不
错，2011年，他顺利进入市一中珍
珠班。

为了节约开支，曲凯明一日
三餐最多花 11块钱，早餐馍、菜、
稀饭，午餐一份米和菜或一份面
条，晚餐只吃一个馍夹菜。陈春

花说，有一次，她听同住一个家属
院的儿子同学说，儿子在学校食
堂买菜时嫌贵不舍得买，担心影
响儿子长身体，她狠狠地说了儿
子一顿，但儿子依然照旧。“给他
钱时他总不要，说钱还没有花完
呢。我和他爸平时都很节约，孩
子也养成习惯了。”说起此事，陈
春花伤心地哭了起来。

“妈，别哭了，我从来没有感
觉到有多苦。”坐在一旁的曲凯明
急忙拿来纸递给母亲。

2014 年高考，曲凯明因心情
不好等原因，考试失利，没能考上
自己心仪的大学，他选择了复读。

想当工程师 养活自己和妈妈

曲凯明的父亲去世后，家里
唯一的经济支柱倒了，母亲只好
四处打零工维持家用。目前，她
在市区建设路西段一家汽车装
饰店上班，一个月只有1000多元
的工资，再加上丈夫所在单位给
曲凯明的400元的生活补助和母
子二人的低保金，母子俩勉强度

日。
高考报过志愿后，曲凯明本

来和其他同学约好一起做家教，
但因为其他原因未能成行。为了
凑足上大学的费用，7月 10日，他
通过熟人介绍到市区光明路南段
一工程设计、预算公司做暑期
工。“虽然对方没说一个月多少工
资，可人家肯定不会亏待咱们
的。”陈春花说。

谈到将来的打算，曲凯明说，
他这次报考的是土木工程和电气
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一来，父
亲在世时是做土木工程的，这也
是父亲对他的期望。二来，他感
觉目前这个专业就业前景比较
好。他的理想是当个工程师，毕
业后能早点儿找到工作，靠自己
的能力来养活自己和妈妈，不让
妈妈那么辛苦。

曲凯明说，他现在做暑期工
的公司不是太忙，自己数学和物
理成绩不错，如果有机会的话，还
想利用晚上的时间做一份家教，
来减轻妈妈的负担。

一天只花11元 从不觉得自己苦

曲凯明：将来想当工程师 养活妈妈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给学生捐款是在这里
吗？”昨天上午，一位戴着帽子、口
罩的女士到本报热线办公室询问，
得到肯定答复后，她为贫困大学生
捐款1000元。

这位女士自称姓闫，叶县人，
在市区做小生意。“早就想过来捐
款了，一直有事没来成。”闫女士
说，她的两个儿子在叶县上高中，
马上也要高考了，看到晚报上报道
的学生考试成绩都很好，她就想给
他们捐点钱，希望儿子能像他们一
样，高考时考个好成绩。

闫女士
捐款1000元

受访学生：王豪
毕业学校：市一中
高考分数：642分
报考院校：南开大学等

□本报记者 张静

今年高考，市一中高三（9）班
的王豪考出了 642 分的好成绩，
高兴之余想到大学学费，一家人
犯了愁。

残疾父亲
打煤球供出两个大学生

7月8日上午，记者驱车行至
市区开源路与新南环路交叉口，
沿一条斜着向西南方向的小路来
到市聋哑学校附近，路南边一间
低矮的红砖屋就是王豪的家。

王豪身穿运动衣，皮肤晒得
黝黑，看起来非常结实，他正在帮
父亲王刘洋打煤球，王刘洋的右
臂只剩半截，右手肘和左手全是
厚厚的黑煤灰，父子俩热情地招
呼记者进屋。这间红砖房被隔成
了三小间，最东边是厨房，摆设非
常简陋，做饭烧的就是自家打的

煤球，一家人的一日三餐就在这
里解决。王刘洋和妻子居住在最
西边，中间是王豪的卧室，走进后
一股霉味扑鼻而来。记者看到房
顶搭了一层预制板，王刘洋说为
了防水，预制板上面又铺了一层
石棉瓦。狭小的窗户在墙壁的最
上方，因为蚊子太多，窗户从未打
开，整个小屋密不透风。卧室的
南侧摆了一张床，床旁边放了很
小的一张书桌，这是王豪平时学
习的地方。王刘洋介绍，小桌子
是原市经济管理学校淘汰的，王
豪从初一一直用到现在。桌子上
摆了几本书，最上边的一本是世
界名著《爱玛》，英文版的。

红砖房外有一大片空地，一
堆堆的煤块、精选煤摆放在这里，
王刘洋的妻子许闺女说，为了供
孩子上学，夫妻俩借钱购买了加
工煤球的二手设备。2008 年冬
天，王刘洋因查看正在运转的打
煤机，棉袄被螺帽缠住，瞬间就把
右胳膊带进机器里了。

“那时候感觉天都塌了。”回
忆起丈夫受伤的情景，眼前这个
瘦弱的女人泪如雨下。

王刘洋劝妻子：“别说了，别
说了。”

妻子倚在门旁泣不成声：“俺
啥救助都没申请，因为觉得比俺
困难的人还有，俺还能挣俩，就想
着一切都要靠自己努力，但是这
日子过得真是不容易……”

王刘洋对记者说：“别的不跟
人家比，俩孩子学习好还懂事，心
情就好。”王豪的姐姐王慧慧去年
考上了河南中医学院，再过一个
星期就放假回来了。

王刘洋说，现在每个月能有
近 2000 元的收入，房子是租的，
带房外的空地每月要交700元租
金。“孩子上高中每个月的生活费
是400块钱，从来不要零花钱，非
常懂事。”

家庭环境是他学习的动力

王豪给人的印象是典型的理
科男生，话不多，但是会认真地听
别人对他说的话。高考结束，他
天天帮着父亲装煤，送货卸货。

“有没有考虑外出打工挣学
费？”记者问。

“没，想帮父亲干活，替他分

担一些。”王豪说，父亲出事那年，
他还在上小学，家庭环境是他学
习的动力。

“等通知书下来，有时间的话
还想再去学学美术。”王豪说，他
特别喜欢画画。说到这儿，王刘
洋拿出一沓儿子的素描作品，眼
神里全是骄傲。

王豪对自己的高考成绩并不
满意，他说高考并没有发挥好，比
平时的成绩要低一些。第一志愿
南开大学和第二志愿同济大学都
很悬。“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但是
每次成绩有起伏时，他们都不会
给我压力，特别包容。今年能考
上哈尔滨工业大学也不错，我想
学探测制导与控制工程专业。”

问到以后的打算，王豪说，将
来肯定学位越高越好。“上了大学
我就勤工俭学，会一直读下去。”

见记者采访，王刘洋的邻居
张先生感叹：“这一家人太不容易
了。刘洋身残志坚，自强不息的
精神我都佩服，还供出两个懂事
的孩子，以前也有人知道他家的
情况想帮助他们，刘洋都不要，说
自己还能干动。”

靠残疾父亲打煤球供出的大学生

王豪：家庭环境是学习的动力

申请救助热线电话：平顶
山晚报 4940000、市人民教育
基金会 2939808，接受捐赠单
位：平顶山市人民教育基金
会，账号：600004785109016，
开户行：平顶山银行富美支
行。

助学申请程序：考生可到
平顶山晚报热线办公室（平顶
山日报传媒集团办公楼5楼）
提出助学申请。申请人须填
写救助登记表，出示本人准考
证、身份证、户口簿、高考成绩
单、录取通知书、城市低保证
或乡（镇、街道）民政部门开具
的贫困证明原件和复印件。

昨天，曲凯明在打工的公司里复印文件。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7月8日上午，王豪与父亲一起制作、搬运蜂窝煤。本报记者 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