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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傅纪元

考上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人文地
理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师赛娅心里放下了
一块石头：读研的学费、生活费今后有了
着落。7月14日，记者电话联系上她时，她
正在图书馆帮助导师查阅资料。

7月 14日上午，一辆装满西瓜的三轮
车停靠在市区建设路东段鸿鹰小区门前，
卖瓜的正是师赛娅的父母。师赛娅的父
亲师长营肤色黝黑，双手长满老茧。与4
年前记者在东环路综合市场第一次见到
他时相比，他更黑、更瘦了，但脸上一直挂
着笑。师赛娅的母亲王利杰一脸疲惫，当
天一大早，夫妇俩刚从漯河进瓜回来。

回想起这4年来的生活，家在鲁山县
马楼乡的师长营十分感慨。他说，4年前
女儿小娅考上大学，儿子正在念初中。为
了供孩子们读书，夫妻二人在市区东环路

综合市场卖过一段时间菜，后来跑到湖
南、湖北、安徽、山东等地给人做丝绵被，
最近在市区贩卖水果。“小娅这孩子十分
懂事，知道父母挣钱不容易，每年寒暑假
都外出打工，做过超市导购员、旅行社导
游、电子企业的组装工人、酒店大堂服务
员……吃了不少苦。”师长营总觉得对不
住女儿。

师赛娅今年本科毕业后考上了湖北
大学的硕士研究生，一家人都很高兴。“俺
不能拖累女儿，耽误她的前程。她现在有
出息了，只要她愿意读书，俺俩再苦再累
也要供她。”师长营说。

记者电话联系上在武汉的师赛娅时，
她正在图书馆查阅资料。人文地理专业
中有关遥感测绘方面的知识，她以前完全
没有接触过。由于要帮导师做课题，她7
月 9 日赶到学校查阅资料，熟悉有关内
容。她说，人文地理专业学起来有些枯

燥、吃力，可目前国内缺少这方面人才，就
业面广，提升空间大。

回顾这几年的生活，师赛娅最大的感
触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学
校她努力学习，课余时间多读书，有时间
做兼职。“在打工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
了社会与学校的不同。”师赛娅说，接触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打工者后，她更加深刻地
体会到了生活的艰辛，更加珍惜现在。

师赛娅说，入学后她每学年可享受
8000元奖学金，学校每月还发给她600元
的生活补贴。跟导师做课题，还能得到一
些补助。因此，读研期间不需要父母再给
自己寄钱了。

师赛娅说：“说实在的，我感到自己很
幸运，晚报帮我圆了大学梦。因为大家的
爱心捐赠，我才有机会在大学成长并有所
收获。真心感谢所有帮助过贫困学子的
爱心人士，谢谢你们！”

心怀感恩，她要潜心读研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沈振乐

4年前，晚报记者前往郏县广阔天地
乡赵花园村范统率家调查走访时，他正在
一个建筑工地上搬砖、和灰，为的是凑走
进大学的学费；4年后的今天，他坐在北
京中关村软件园一家公司里，成为 IT 行
业的上班族。从他传来的近照看，经过4
年大学生活的磨砺，他更加自信，也更加
成熟了。

2011年，范统率从郏县一高毕业，以
602分的优异成绩被（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录取。然而，父母离异，遭遇车祸受伤的
父亲靠轮椅才能活动，靠学校助学金度过

三年高中的范统率，进入大学的上万元费
用完全没有着落。坚强的他不怕吃苦，也
没有气馁，高考一结束就到建筑工地做小
工，为自己挣学费。

晚报对范统率的故事进行了报道，他
也成为当年晚报“爱心成就大学梦”活动
的受助学子之一。

近日，记者与范统率的父亲范国卫取
得联系。范国卫高兴地说，他现在已经恢
复得差不多，不用坐轮椅了，每天到村里
的铁锅厂上班，家中的生活状况比前几年
好多了。“孩子考上大学那年，是我们家最
低谷的时候。感谢晚报和好心人的帮助，
孩子才走进了大学校门。”范国卫说，现在
儿子毕业了，前几天打回来电话说正在北
京一家单位实习。

7月 15日，记者通过电话和微信对范
统率进行了回访。

范统率学的是软件开发专业，每学年
的学费近万元，他都要贷款6000元，这是

每年国家助学贷款的最高额度。
在学习之余，范统率通过勤工俭学来

赚取自己的生活费：在学院办公室做助理
打杂，每月有两三百元的补贴；双休、节假
日到肯德基打小时工，每小时赚 10 元左
右；做家教、假期留在成都打工，赚取下学
期的生活费。这个脚踏实地的男孩并不
觉得有多苦，而是把这些当作一种锻炼。

临近毕业，同学们或考研或出国，他
选择了找工作，为的是早点踏入社会，早
点赚钱，替家里分担一些。经过实习导师
推荐和三轮严格面试，他被位于北京中关
村的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录
用。单位目前给他的月工资是10000元，
他计划每月拿出1000多元还助学贷款，争
取两年还完。

回想4年前晚报的帮助，他说：“虽然
3000元的助学金不多，但我感受到了社会
的温暖。将来有能力的时候，我也会帮助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他在中关村找到工作
回访学生：范统率
录取院校：电子科技大学
受助时间：2011年
现状：北京嘀嘀无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员工

寄语：
“我们要学会感恩，感恩苦难锻炼了

我们，感恩社会上的爱心人士帮助了我
们；我们要学会自强，不屈服于苦难，用
自己的努力奋斗去改变贫苦的现状；我
们要学会自信，不要因为贫苦而有自卑
的心理，要抬起头自信地去面对。”

回访学生：师赛娅
录取院校：河南师范大学
受助时间：2011年
现状：湖北大学硕士研究生

□本报记者 王辉

9年前，宝丰县观音堂林站金庄村的
王志伟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但7000元的学费让
家中长辈作了难。如今，在爱心人士资助
下完成学业的他在北京创业，并在北京大

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攻读在职MBA（工商管
理硕士）。

7月15日，记者电话采访了王志伟。
王志伟5岁时，父亲在煤矿塌方事故

中去世，他跟随爷爷奶奶和叔叔们生活。
2006年6月，王志伟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大
学，之后在平煤神马集团爱心人士张先生
的资助下顺利完成学业。

上大学至今，王志伟一直与资助他的
“张叔叔”保持着联系，不管是学习、生活，
还是择业、工作，每遇到问题，他都会向张
先生请教。

2010 年 7 月，王志伟被东方航空公
司华北营销中心录用。去年考取北大研

究生后，他从单位辞职，边创业边读
研。他希望自己将来在电子商务方面有
所发展。

王志伟说，平顶山晚报开展的“爱心
成就大学梦”活动很有针对性和连续性，
让家乡一些贫困大学新生顺利进入大学，
完成学业。如果当年没有晚报及张先生
的帮助，他很可能上不了大学，更别说读
研究生了。

“在当年的资助仪式上，市教委（现市
教育局）领导嘱咐我们，如果有一天有能
力了，一定要记得回报家乡，爱心只有传
递才会永恒。”王志伟说，将来有一天，他
一定会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尽一点力。

王志伟：边创业边读研
回访学生：王志伟
录取院校：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学院
受助时间：2006年
现状：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在职MBA

寄语：
“如果你也面临着学习的困顿、生活的

窘迫，不要担心，这个世界上方法总比问题
多，热心人总比冷漠的人多。进入大学，基
本就都是成年人了，成年人要学会选择和
担当，同时学会坚持和拒绝，有自己的立场
和判断。通过大学这个小社会感知社会的
规则，做一个善良、正直和感恩的人。”

□本报记者 高红侠

“感谢好心人的资助，我和弟弟现在
都在读研。”7月14日上午，远在吉林市的
禹小芳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

2010年，叶县任店镇新营村的禹小芳
和禹国华姐弟俩，分别以597分和601分
的成绩被吉林大学录取。为给两个孩子
凑学费，他们的父亲到市区一饭店打工，
还卖掉了家里的粮食。当年，本报报道姐

弟俩的故事后，一些爱心人士为他们的父
亲提供岗位，还为他们捐款，姐弟俩得以
顺利进入大学校门。

禹小芳说，当年为了节省费用，她和
弟弟去学校时只买了站票，站了将近30个
小时。“这是长这么大我们第一次出远门，
也是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一次。”

在大学就读期间，姐弟俩课余做家教
挣生活费，为父母减轻负担。2014年，成
绩优异的禹小芳被保送为本校新闻与传

播专业研究生。“我现在经常与导师做项
目研究，有时还做家教，经济上好多了。”
禹小芳说，她非常感谢好心人的帮助，会
将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记者了解到，禹国华去年大学毕业，
经过努力，今年考上了复旦大学研究生。

“当年我们因为贫困曾经接受过别人的帮
助，将来我们也要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
人，我们会心怀感恩，将这份爱心传递下
去。”禹小芳姐弟俩表示。

希望传递爱心，姐弟俩相继读研
回访学生：禹小芳 禹国华
录取院校：吉林大学
受助时间：2010年
现状：吉林大学、复旦大学

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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