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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学生：吴鉴
毕业学校：市一中
高考分数：582分（理）
报考院校：郑州大学

□本报记者 高红侠 实习生 禹小芳

吴鉴三岁半时，父亲突发疾病去世，他和
母亲相依为命。今年高考他考了582分，前
段时间他从网上查询到自己被郑州大学录取
时，他和妈妈心里既高兴又担忧，开学的学费
该咋办！

三岁半时父亲突发疾病去世

吴鉴家住市区五一路平煤神马集团一矿
家属院，昨天上午，记者到他家采访时，他正
和妈妈在家整理杂物。“孩子考上大学了，他
婶催着俺把屋里整整，怕同学来家里不好
看。”吴鉴的母亲高小雪说，自己每月工资只
有1200元，这么多年多亏哥嫂和其他家人的
帮衬，要不他们娘俩都不知道该咋过了。

记者看到这套房子有50多平方米，两张
半旧的床放在卧室一角，屋里没有几样像样
的家具，只有一台全自动洗衣机和冰箱。“洗
衣机是他婶家搬家打下来的，冰箱是我和他
爸结婚时买的。”高小雪说，这套房子建于上
世纪 90 年代，是吴鉴的爷爷去世时留下来
的。

高小雪告诉记者，她今年47岁，她和丈
夫均为平煤神马集团一矿的职工。2000年4

月7日，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丈夫突发
疾病猝死，当时儿子只有三岁半，上有两位年
迈体弱的老人，下有年幼的儿子，她感觉天都
要塌下来了。在家人的帮助下，她处理完丈
夫的后事。由于她和丈夫没有能力买房，一
直和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直到2003年和2009
年公公婆婆相继去世。

立志学医 为病人减轻痛苦

吴鉴身高有一米八多，高小雪和记者聊
天时，稳重的他在旁边一声不吭。有些内向
的吴鉴告诉记者，在他的印象中，爸爸和爷
爷、奶奶的去世，就像一个个闪现的镜头，他
只是依稀记得。2012年他考入市一中，深知
家境贫寒的他拼命学习，想用知识改变命
运。他从来不和别人比吃穿，每天都是吃一
些简单、便宜的饭菜。早餐是菜馍和稀饭，午
餐是一份米或一份面条，晚餐依旧是馍和稀
饭，一天最多花12元。

“他很少喝饮料，上三年高中我给他换了
4个水杯。”高小雪说，这些水杯都是用坏的。

因为家人的突然离世，吴鉴立志要发愤
读书，将来从医，为病人减轻痛苦。前段时
间，他从网上查询到自己已经被郑州大学预
防医学专业录取，他和妈妈兴奋不已。“不知
道这个专业的就业前景咋样，但对疾病的预
防也是很重要的，要是我爸和我奶的病能早
点儿发现治疗，也不会走得那么早。”吴鉴说，
他本来想报重庆医科大学的，但是分数稍差
了一点儿，再加上妈妈不想让他离家太远，省

内的花费要少一些，他才选择了郑州大学。
面对预防医学专业五年的高额学费，吴

鉴和他妈妈显得有些无助。高小雪说：“实在
不行的话，我再去打一份工，无论如何也要让
孩子上大学。”

高考后，吴鉴本想跟着同学一起去做暑
期工，但母亲考虑到他过完暑假又该去上大
学了，想让他在家陪陪自己，吴鉴就没去。吴
鉴表示，等上大学后，他会尽量自食其力，勤
工俭学，帮妈妈减轻负担，等自己学业有成之
后，回报社会。

吴鉴：立志学医 要为病人减轻痛苦

受访学生：堵嘉嘉
毕业学校：市实验高中
高考分数：515分（文）
报考院校：浙江传媒学院

□本报记者 杨岸萌
中国少年新闻学院平顶山分院小记者
潘悦 孟沅相

今年19岁的堵嘉嘉，父亲去世，她和母
亲、两个妹妹相依为命，一家人就靠母亲打
零工的收入和低保费生活。今年高考，堵嘉
嘉考了515分，虽然上了一本线，但是为了求
稳，保证能考上然后早些毕业，她只报了二
本院校。

7月20日，记者和中国少年新闻学院平
顶山分院的小记者一起来到位于市区四矿
路中段的堵嘉嘉家。

家徒四壁满柜书

三间简陋的房子，三张破旧的小床，三
个大书柜，几张书桌，这就是堵嘉嘉和母亲、
两个妹妹生活的地方。

记者来到堵嘉嘉家里时，她的两个妹妹
正坐在床上看书，书桌上还摊着一个笔记
本，上面写着英语文章，一本中英文对照的
《改变未来命运的励志名家演讲》放在一
边。“在所有的科目中我最喜欢英语，大学报
的也是英语系，将来想当翻译。现在趁放假
在家，多看看。”堵嘉嘉说。

堵嘉嘉的父亲原来是我市一家造纸厂
的职工，母亲没有工作。十几年前造纸厂倒
闭，父亲下岗，之后父母亲一直打零工。

“俺弟弟身体一直都不好，下岗后也干
不了啥重活，打点小工，一家人还能生活下
去。”堵嘉嘉的姑姑堵好说，2011年，弟弟不
慎从自家房子上摔下，伤到了头，做了三次
手术，断断续续住院半年多，但最终也没有
挽回生命。

父亲去世时，堵嘉嘉正上高中，两个妹
妹上小学，一家人仅靠母亲打工为生。

房子里简单的家具每个都油漆斑驳，
除了一张床是自己家本就有的，其他的家
具、电器都是姑姑家用旧的。一个小衣柜
装着一家人的衣服，三张床上的铺盖看上
去也都有些年头。但是，三个书柜上却堆
满了书——课本、辅导书、卷子很多，课外
书很少。

“都是我们上学的书，没有卖过，我用过
的妹妹们以后也会用到，不卖。”堵嘉嘉说，
她们姐妹几个上学花钱买书，妈妈从来不会
说什么，但是因为家里实在没钱，她们几乎
没买过什么课外书。

勉强温饱要上学

父亲还在时，大人忙着外出打零工挣
钱，上小学的堵嘉嘉就负责接送正上幼儿园
的妹妹。“她上学去的时候把妹妹送到幼儿
园，中午回来有时候自己做点饭吃，下午放
学回来再把妹妹接回来。”堵嘉嘉的母亲李
芝一边擦泪一边说，孩子们都很懂事，她和
孩子爸爸很省心。

因为家庭贫困，堵嘉嘉上高中时，在老
师的帮助下向一个社会组织申请了助学金，
学校也发放一些助学金。“她知道家里的情
况，为了省钱，她一个月连 100块钱都花不
了，吃的东西都是凑合的，剩下的钱给妹妹
们买鞋子、袜子、学习用品等。”李芝说，因为
长时间不好好吃饭，嘉嘉患上了胃病，高考
前两个月不停犯病，最后影响到考试，成绩
不是很理想。

李芝要挣钱养家，又要还孩子父亲生病
和买房时借的钱，生活很不容易。“米面是从
爱心超市领的，也没给几个孩子买过衣服，
她们穿的都是亲朋好友送的。”李芝说，“我
们吃穿都是凑合的，但是再作难我也要让她
们几个上学。如果孩子们上学的花销实在
顾不过来，我就把房子卖了。”

正在采访时，邻居董阿姨拿着几个玉米
棒子来到堵嘉嘉家：“一家人都很好，就是生
活困难。我们家比她们稍微好那么一点，买
了东西拿来给孩子们尝尝。”

“这个家啥好吃的也没买过，有时候我

送过来点，有时候邻居买了吃的送过来，有
时候邻居有做好吃的给她们端过来点。她
（董阿姨）总是来送东西，我每次过来都碰见
她。”堵好说。

尽早工作供妹上学

高考后两天，堵嘉嘉就开始打工，给一
家房地产公司发传单、拉人过来看房子。每
天早上7点多出门，干完一天活还要开会，回
家有时候都十来点了。“辛苦是肯定的，但是
我干了半个月，挣了1000多元，挺好的。”堵
嘉嘉笑着说，后来因为报志愿总往学校跑，
就没再去干。

现在堵嘉嘉一边在家等录取通知书，一
边还在找活干：“不干点儿活咋办，我报的学
校光交学费和住宿费就要6000多元，家里一
点钱也没有，能挣点是点吧。”

李芝说，之前孩子爸爸看病、买房子已
经把亲戚们借了个遍，现在都还没有还上，
再说亲戚家条件也不好，没法再向他们开
口。“听说能贷款，也不知道咋贷，等她去学
校了问问再说。家里还有俩小的，我也挣不
来那么多钱，以后几年的学费、生活费都要
靠她自己了。”

“上高中的时候没法出去干活挣钱，老
师帮我申请了助学金，等上了大学，学习压
力不会太大，自己出去做个兼职，省着点花
应该就可以了。”堵嘉嘉说，艰苦也就剩几年
了，等她毕业工作了，就可以供妹妹们上学，
母亲也不用太辛苦了。

堵嘉嘉：想尽早工作供妹读书

□记者 张静

本报讯 昨天下午，市民陶先生来
到晚报热线办公室，为贫困大学生捐款
3000元。

昨天下午5点左右，一位穿深蓝色
上衣、戴黑框眼镜的年轻男士来到晚报
热线办公室，表示要为贫困大学生捐款
3000 元。记者看到他时感觉比较面
熟，就问他以前是否来过，他说去年爱
心成就大学梦活动时捐了2000元。记
者询问他的姓名、联系方式及工作单位
时，他只说自己姓陶，在市区一家私企
工作，其他信息就不需要留了。“我是在
晚报上看到贫困大学生的报道，就想着
尽自己的能力帮帮他们。”陶先生说，看
到报道上说每位学生资助3000元，希
望自己能帮助一位大学生。

记者查阅去年“爱心成就大学梦”
的资料发现，这位陶先生家住市区鹰城
广场北侧，2013年大学毕业，去年他在
晚报上看到贫困大学生的报道后，发了
工资就赶来捐款。去年他告诉记者，捐
2000元是因为自己刚毕业，每月工资
3000元左右，存的钱也不多，希望尽自
己最大的能力帮助贫困大学生。

陶先生捐款3000元
去年就捐了2000元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7月27日晚9时许，一名男
子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给贫困大学生
捐款1000元。

本报热线办公室值班人员鲁女士
说，该男子40岁左右，穿蓝色上衣，到
热线办公室后拿出1000元钱放在桌子
上就准备走。“我看着他挺面熟的，就喊
着他跟他聊了两句，他说他最近几年都
过来捐过款，不过拒绝透露自己的名
字、电话等信息。”

这名男子说他是下班路上顺便过
来捐款的，“拿出点钱帮孩子们上学，尽
自己一点心意。这是好事，希望能有更
多的人来帮助孩子们。”

面熟男士捐1000元
他曾多次捐款不留名

□记者 高红侠

本报讯 7月 27日下午，市民陈女
士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给贫困大学新
生捐款2000元。

当天下午4点多，一位40多岁、身
穿黑白相间无袖上衣的女士来到本报
热线办公室。天气很热，这位女士赶到
时满头大汗，记者让她坐下消消汗，她
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2000元，说是要
捐给贫困大学新生，最好是市一中毕
业、上一本线的学生。记者询问她的家
庭住址等信息时，她连说不用了，在记
者的再三追问下，她只说自己姓陈，家
住市区，明年她家孩子也该高考了，然
后便匆匆离去。

陈女士捐款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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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嘉嘉家很简陋，最醒目的是装得满满的书柜。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昨天，吴鉴在家里帮忙搬家具。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