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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牛超

“牛姐，是你吗？好久不见了。我今
年要参加研究生考试，暑假要上课，可能
不回家了。”近日，记者与郭梦佳联系，听
到记者的名字，郭梦佳显得很兴奋。

父亲晒麦摔成重伤
郭梦佳家住叶县夏李乡姜园村，2012

年高考，她以553分的成绩被辽宁渤海大

学录取。
2012年7月27日，记者去郭梦佳家调

查采访，她正在乡卫生院护理重伤的父
亲。就在高考前几天，她的父亲向平房上
吊麦晾晒时，吊机失重从房顶掉下，他随
之跌下房顶，左侧头部着地致颅骨粉碎，
吊机机钩插入其左胳膊。为了抢救郭梦
佳的父亲，郭家花光了积蓄并欠下不少外
债。眼看就要开学了，郭梦佳的学费还没
有凑齐。

晚报帮助顺利入学
本报报道郭家遭遇的事故后，不少市

民向郭梦佳伸出捐助之手。当年的8月
26日上午，市区曹女士专程找到郭梦佳，
资助其3000元钱。《锦州晚报》记者在网上
看到报道后与本报联系，索要郭梦佳的联
系方式，欲发动当地爱心人士，对郭梦佳
进行帮扶。

还有一些热心市民开车一路打听找到
郭家，为郭梦佳捐款。在大家的帮助下，郭
梦佳当年的学费凑齐，顺利进入大学。

最让人感动的是，市区曹女士还与郭

梦佳互留了联系方式。她与郭梦佳结成
了帮扶对子，长期帮助她。

目前正在准备考研
令人遗憾的是，就在郭梦佳即将进入

大学校园时，她的父亲因伤势过重去世，
留下郭梦佳和母亲、妹妹、弟弟四人。

目前，郭梦佳已上完大三。对于自己
的大学生活，郭梦佳显得很满足。

“除了攻读工商管理专业，我又修了
会计专业。”郭梦佳说，今年7月16日放暑
假，她报的考研班7月27日开学，“时间很
短，今年暑假我可能不回家了。”

几年来，对于好心人的救助，郭梦佳
一直心存感激。学习之余，她经常参加学
校的公益活动。成为红十字会青年志愿
者，协助红十字会采集血样；与其他志愿
者一起去当地敬老院看望老人；做锦州世
博园志愿者……

“三年来，我感觉自己成长了很多。
感谢平顶山晚报当初给予我的帮助，还有
这3年来曹阿姨的支持和帮助，我特别珍
惜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活！”

□本报记者 王民峰

2011年高考，市区考生郭柯华以文科
539分的成绩被河南工程学院录取。收到
录取通知后，这个贫困的家庭犯了愁。为
凑5000多元的学费，高考一结束，19岁的
郭柯华就到新城区一家酒店打工（本报
2011年8月10日报道）。

4 年前，记者来到郭家采访。2008
年，郭柯华的父亲郭秀增突发脑溢血，两
次手术花了12万元，家中负债数万元，每
月仅郭秀增的药费就需要300多元。郭
柯华的母亲张金丽需要在家照顾生活不
能自理的郭秀增，一家人靠着微薄的低保
金和亲戚的救济勉强度日。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郭柯华变得更懂
事。每个寒暑假，他几乎都在超市、手机
卖场、饭店打零工。家庭的拮据让他很早
就懂得了节俭，读高中期间，他每月花费
仅200多元。

当年，本报“爱心成就大学梦”活动资
助郭柯华3000元，为他减轻了一些学费负
担。4年过去了，郭柯华大学毕业，现在状
况如何？今年7月15日，记者电话采访了
他。

“感谢晚报2011年对我的资助。助学
活动使我顺利开启了大学生活。”郭柯华

不停地表达谢意：“‘爱心成就大学梦’活
动帮助了很多像我一样家庭贫困的学生，
如果没有这些资助，很多人可能会辍学。”

大学期间，郭柯华曾两次荣获国家励
志奖学金，并被评为省级“三好学生”、省
级“文明学生”、省级“优秀毕业生”。靠勤
工俭学、做校外兼职、寒暑假打工挣的钱
和奖学金，再加上亲戚救济，他大学四年
学费、生活费也基本够了。今年毕业后，
他被学校安排在招生办公室帮忙。不幸
的是，他的母亲去年初患胃病住院手术，
父亲则于今年初去世。

郭柯华学的专业是会计学（注册会计
师方向）。谈到未来的打算，他准备考研
深造，“普通的会计类人才比较多，但顶尖
的人才相对匮乏，我希望自己有个更高的
平台”。如果考研顺利，毕业后他将以最
佳的状态融入社会，并努力回报社会爱心
人士对自己的帮扶。

郭柯华：准备考研继续深造

□本报记者 杨岸萌

2010年，鲁山县马楼乡沙渚汪村赵家
第二个孩子赵方明考上大学，这让一家人
喜忧参半：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却没有钱
给孩子交学费。

赵方明和家人向本报“爱心成就大学
梦”活动提出资助申请后，记者赶到他家
采访。赵家五口人住在村北两间低矮的

房子里。为供弟弟妹妹上学，赵方明正上
高中的哥哥辍学打工。因为没地方住，放
了假的小妹妹只好住在亲戚家。

5年过去了，记者联系赵方明的母亲
林钧利得知，赵方明已经毕业，现在在太
原一家煤矿上班；家里盖起了四间新房；
林钧利的大儿子找到了女朋友马上要结
婚；女儿也上了大学。“现在比以前好多
了。”林钧利笑着说。

“如果没有你们的帮助，俺爸俺妈还
不知道要作多少难，真是多谢你们。”7月
15日，记者联系到赵方明后，他首先对当
年晚报的帮助表示感谢。赵方明说，当年
上学走时，他总共带了七八千元钱，除了
本报的资助，父母还借了不少钱。

由于当年我省没有生源地贷款政策，
赵方明无法获得助学贷款，大学期间，父
亲和哥哥打工赚钱支援他学费，生活费基
本上都是他自己挣来的。“做过家教、到辅
导班教过课、暑假在饭店端过盘子、在企

业当过临时工，挣的钱加上一些助学金，
基本上够我花了。现在都过来了，也没感
觉有多辛苦。”赵方明说。

去年，赵方明大学毕业，进入当地一
家煤矿工作，目前还处在实习期。赵方明
住单位的房子，自己做饭吃，工资拿回家
还账、供妹妹上学，虽然还没有存款，但他
感觉现在比前几年要好多了。“现在煤矿
效益不是很好，我先上班挣钱还账、养家，
等哥哥结了婚，妹妹大学毕业，我还是要
出去闯一闯的。”

对于本报 2010 年的采访报道，赵方
明说，一开始他有点心理包袱，后来慢慢
想开了。“家庭贫困是事实，如果没有人
帮助，我们一家人都很发愁。别人资助，
是助你向好的方面发展，并不是要损害
你的自尊心，受助者要带着感恩的心学
习、工作，自己好了，自家好了，社会也好
了，有能力了你也可以帮助别人，让别人也
过得好。”

□本报记者 杨元琪

崔莹旭和崔莹莹是记者第一次参与“爱
心成就大学梦”活动报道采访的受助对象。

2012年夏天，这对双胞胎姐妹同时考上
大学。两个孩子同时考上大学，这对普通城
市家庭来说都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更何
况是小城镇里一个双下岗职工家庭。

姐妹俩的家在宝丰县杨庄镇。2012年8
月10日，骄阳似火，记者来到崔家采访。

崔家的陈设十分简单，不少家具斑驳掉
漆。由于姐妹俩的母亲刘香敏身体不好，只
能打些零工，她们的父亲则在外地打工给女儿
挣学费。两姐妹十分腼腆，说话轻声细语，记
者问一句她们答一句。在当年的助学金发放
仪式上，刘香敏临行前在人群中找到了记者，
说着感谢的话，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记者手机里一直存着姐妹俩的手机号。
昨天，记者分别拨通她俩的电话，了解了她们
的近况。

过完这个暑假，姐妹俩就上大四了，两人
放假回家探望父母后就返校了。崔莹旭就读
的是土木工程专业，目前在上海一家装饰公
司实习，每个月有近1000元的实习补助。她
说，干土木工程这一行经验最重要，虽然以她
现在的成绩保研没有问题，但还是想毕业后
直接参加工作，挣钱养家糊口。她还告诉记
者，妹妹总想着她离家远，平日十分牵挂，除
了在网上聊天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互通电
话交流学习生活情况。今年暑假，姐妹俩相
处的时间很短，感到有些惋惜。

记者又拨通了妹妹崔莹莹的电话，铃声
响了一声后就被挂断了。吃过中午饭，记者
又拨通崔莹莹的电话。崔莹莹解释说，上午
她在自习室复习，不大方便接电话，表示歉
意。崔莹莹读的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她说
学习这个专业要想找好工作比较难，所以选
择了考研，争取能和姐姐留在同一个城市，这
样姐妹俩也有个照应。假期里崔莹莹除了上
补习班就是泡在自习室里，最近一段时间天
气炎热，她说“日子有些不太好过”。

对于未来，姐妹俩都充满了信心。对于
曾经受到的帮助，姐妹俩也一直念念不忘。
她们说最好的回报方式就是努力学习，让帮
助过她们的人不觉得失望。

受助姐妹花茁壮成长

姓名：郭柯华
院校：河南工程学院
资助时间：2011年
家庭住址：市区光明路189号院

郭梦佳:为考研暑假不回家

一转眼，平顶山晚报“爱心成就大学梦”贫困大学新生助学活动已连续开展10年。10年来，通过本报牵线搭桥，千余
名寒门学子获得社会爱心人士和企业的资助。

那些受助贫困学子今天生活如何？他们顺利完成学业了吗？有没有辜负资助人的一片爱心？连日来，本报记者联系
上部分当年受到资助的学生。他们中间，许多人仍在校攻读学业，有的已参加工作，有的考上研究生继续深造。不少学子
动情地说，当年假如没有那些好心人、没有那些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他们现在还不知身处何方。

今天，本报集中刊出一组相关回访，并以此向多年来倾力资助贫困学子的爱心人士、企业致谢。

姓名：郭梦佳
院校：渤海大学
资助时间：2012年
家庭住址：叶县夏李乡姜园村

赵方明：学有所成感谢帮助

姓名：赵方明
院校：太原理工大学
资助时间：2010年
家庭住址：鲁山县马楼乡沙渚汪村

(本版图片均由受助学子提供）

姓名：崔莹旭（姐姐）崔莹莹（妹妹）
院校：上海大学、南阳理工学院
资助时间：2012年
家庭住址：宝丰县杨庄镇

“现在妹妹也大专毕业并找到了工作，家里
基本上没有啥负担了。我家最困难的日子已经
过去，相信未来会更好。”郭梦佳说。

寄语贫困大学生
对于自己被资助的情况，郭梦佳并不避讳。

“家庭困难又不是我造成的，而且这些困难也只
是暂时的。当我没有能力改变这一切时，我觉得
我应该接受它、面对它，然后想办法改变它，而不
是逃避它。”

郭梦佳想告诉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大学贫
困新生：“贫困不可怕、不可耻，可怕更可耻的是
你不敢直面它，为了一点所谓的面子让家人作
难。”郭梦佳说，大学是个大熔炉，它不在乎你的
出身，它更在乎你的能力——学习能力、社交能
力等。“我一直与曹阿姨保持着联系，聊聊天，汇
报一下学习情况，放假回家也会到她家看看。”

“我虽然没有钱，无法资助需要帮助的人，但
我会尽我的能力从其他方面帮助他们。我不会
忘记资助我的热心人，他们是我前进的动力。
等我有能力时，我会继续这样的爱心行动，尽
力帮助别人，传递爱心。”郭梦佳说，“我想这应
该是帮助我的爱心人士最想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