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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学生：张延果
毕业学校：叶县高中
高考分数：536分（文科）
录取院校：天津师范大学

□本报记者 张静 文/图

今年7月底的一天，张延果
独自一人来到晚报热线办公室，
询问贫困大学生助学申请的条
件，工作人员告诉她需要到家里
采访，还要拍照片，她迟疑了一
下说：“那我回家考虑考虑。”记
者将写有手机号码的纸条递给
她，告诉她考虑好了可以打电
话。过了几天，记者主动和她联
系，她说要再和妈妈商量。直到
8月 4日，记者接到了她同意采
访的电话。

父亲突然离世
撇下母女三人

张延果家住卫东区蒲城街
道门楼张村，8月6日上午，记者
驱车来到市区建设路东段，经张
延果和她的母亲吴秀琴在电话
中指路，终于找到了她们所在的
村庄。刚进村，就看到张延果小
跑着过来。

由于刚下过雨，村里道路比
较泥泞，记者跟着她深一脚浅一
脚穿过两条狭窄的胡同后，她扭
头对记者说：“这就是我家。”与
村里的其他房子相比，张延果家
低矮的院墙显得格格不入。

张延果的母亲吴秀琴见记
者到来，微笑着迎上来。走进院
子，五棵柿子树上挂满了青色的
柿子，很是喜人。吴秀琴笑着对
记者说，要是赶到农历八月份
来，就能吃到柿子了。一边说
着，一边进了屋。屋里没有像样
的家具，堂屋东西两侧摆着老式
沙发，沙发旁边的茶几上还放了
三瓶矿泉水，一看就是特意准备
的。堂屋东墙上贴着十几张张
延果的奖状，很醒目。张延果的
妹妹今年8岁，正在东屋写暑假
作业。

吴秀琴说，2007年丈夫出车
祸去世，家里的东西都是丈夫在
世时添置的。“他特别重视孩子

的学习，现在小闺女用的学习桌
都是延果小时候他爸买的。”说
到这儿，吴秀琴压低了声音，“小
闺女就没见过他爸，她老问我爸
爸去哪儿了，我就跟她说出去打
工了。”吴秀琴小声抽泣起来，继
续说，“俺家的房子有年头了，一
下雨满院子都是水，别人家都在
翻新房子，要是他爸还在就好
了。”

一旁的张延果拿起纸巾轻
轻擦去妈妈脸上的泪水。“孩子
可争气，也可懂事，上学从不乱
花钱。”吴秀琴说，家里唯一的经
济来源就是两亩地，有时候村上
谁家有活她再干点儿零工，平日
里亲戚也会接济她们。“要不是
为了孩子，有时候累得真起不
来。”

坚强女孩自己申请贷款
安慰妈妈不让家里操心

高考成绩出来后，张延果哭
得很伤心，一度想复读。模拟考
试她的成绩都在580分左右，而
她的目标就是去北京上大学。

后来妈妈一直劝她，考虑到家里
的情况，她给自己重新定了目
标：将来考研一定要考到北京。

“学法学是希望自己以后当律
师，伸张正义，我特别喜欢这个
职业。”张延果说。

今年暑假，张延果本打算去
新城区的一家公司打工，可到了
之后才发现已经招够人了。张
延果说，她不想让妈妈为自己的
学费发愁，自己一个人去办理了
助学贷款。她还曾对妈妈说：

“到了学校还可以申请贷款，我
自己打工挣学费、还贷款，不让
家里操心。”吴秀琴忍不住叹气，

“家里这样的情况，实在是帮不
了孩子，没这个能力啊。”

张延果对记者说：“贫穷不
是坏事，会一直激励着我前行。”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吴秀
琴家里都有什么困难，她说，她
和两个孩子本来都有低保，到
2012 年她的低保不知道什么原
因停了。张延果赶紧打断妈妈
的话，对记者说：“俺家除了我的
学费，没别的困难。”这句话一下

子让记者感受到眼前这个姑娘
流露出的自尊与坚强。

张延果：
贫穷不是坏事，会一直激励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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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王春生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一位
梳着马尾辫、20出头的女孩来
到晚报热线办公室，为“爱心成
就大学梦”活动捐款 100 元。

“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能为
那些需要帮助的学生献上一点
爱心。”这位女孩微笑着说。

得知这位女孩是4年前接
受晚报“爱心成就大学梦”资助
上大学的小刘后，晚报热线办
公室工作人员热情地询问起她
目前的状况。

“我今年大学毕业，马上就
要参加工作了。”小刘说，正是当
初很多热心人士的捐助，她才能
够顺利进入大学学习，4年来，她
一直有个心愿，想把资助贫困生
上大学的爱心接力棒传递下去。

2011年，家住新城区滍阳镇
的小刘考上陕西一所大学，但学
费成了困扰全家人的大难题。
幸运的是，晚报推出的“爱心成
就大学梦”活动资助她3000元
钱，加上自己暑期打工挣的2000
多元，她才顺利进入大学。

大学期间，她靠勤工俭学
顺利完成了学业。今年7月大
学毕业后，她应聘到市区一所
高中做老师。

“当初那些好心人的资助
给我们家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我非常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贫
困学生的关怀和帮助，但我目
前的能力还有限。”小刘有些不
好意思，“等我参加工作后，我
会尽力帮助更多的人。”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8月7日下午，一
位市民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
给贫困大学生捐款1000元。

“快下班的时候，一位 40
多岁、身穿连衣裙的女士推门
进来，先问是不是在这里捐款，
我说是，她把手里拿的一沓钱
放到桌子上说要捐给大学生，
之后转身就走。”本报热线办公
室工作人员李女士说，她赶紧
上前询问该女士的姓名、电话，
但这位女士除了说自己姓许外
其他的什么都不愿多说。

曾经受助大学生
为贫困学生捐款

市民许女士
捐款1000元

□记者 胡耀华 通讯员 崔应红

本报讯 8月 8日早上7时许，
一辆豪华大巴停在了鲁山县董周
第九小学门前。郑州海关机关团
委书记杨波等人走下车，热情地与
在此等候的冯军铎等11名小学生
抱在了一起。

“他们是俺学校几年前结交的
城市‘亲戚’，帮扶学校11名学生，
今天是专门接孩子们去郑州玩儿

的 。”董周第九小学教导主任崔应
红告诉记者，2005年郑州海关筹资
为该校捐建了校舍。自此以后，郑
州海关工作人员常来看望孩子们，
并先后为该校捐赠了课桌椅等教
学设施。今年1月，郑州海关机关
团委人员再次来到董周第九小学，
与冯军铎等11名贫困留守儿童结
成了爱心“一对一”帮扶对象。8月
8日，海关机关团委决定将结交的
11名帮扶对象接往郑州，开展一次

“爱心帮扶‘一对一’暑期海关行”
活动，带孩子们到省城玩一趟。

到达郑州机场海关后，工作
人员给孩子们分发了特意为这次
活动准备的服装和胸牌，并带孩
子们观看了机场货运中心，为孩
子们讲解了货物通关过程，又带
孩子们观赏了飞机起降过程。

当天11时许，在与机场海关员
工子女的互动中，海关员工的孩子们
还送给冯军铎等人书包等礼物。

“我们在那里玩得可开心了，
中午饭可好吃，有肉有青菜，还有
苹果、西瓜，还有一些菜俺见也没
见过，但就是可好吃。”昨天上午，
12岁的回梦雅高兴地向记者讲述
起在郑州玩耍的日子。她说，他
们到电影院观看了3D电影，还去
郑州动物园看了老虎、狮子、大
象、犀牛、鸵鸟等动物，当天下午
还吃了肯德基。“我会发奋学习，
将来到大城市生活。”回梦雅说。

一热心市民捡到一钱包，内有
何保林的身份证等物，请失主拨打
电话2992678联系认领。

一热心市民捡到王楷迪的公
交学生卡，请失主拨打本报电话
4940000联系认领。

□记者 肖静

本报讯 几年前在外省打工
时，常被一位大姐关心照顾，近年
来自己事业有所成就，想表达对
大姐的一片感恩之心。近日，来
自开封的孙立伟拨打本报热线求
助，希望找到失联5年的平顶山大
姐杨婉桃，表达自己的谢意。

据孙立伟介绍，他今年33岁，

开封人。2008、2009 年他在江苏
无锡一家服装厂打工时，经常受
到同厂一位大姐的照顾，大姐叫
杨婉桃，是平顶山人，“因为是河
南老乡，她很照顾我。大姐做饭
多做点儿，我就有饭吃了；我没钱
花了，大姐借钱给我；大姐出去逛
街，还给我买衣服……”2009年，
杨大姐离开无锡，去了平顶山市
鲁山县的姐姐家。2010 年，他曾

和朋友一起来平顶山市区，与杨
大姐见了一面。但后来大姐的手
机号就打不通了，QQ 也没有回
应。

孙立伟说，他目前在郑州与
朋友合伙经营一家物流公司，生
活及事业比过去均有很大改善，
想到大姐今年将近50岁，不知道
她过得好不好，也不清楚她身边
除了姐姐外是否还有其他亲人，

是否有人照顾。他很希望联系上
杨大姐，尽自己所能帮助大姐。

孙立伟说，2010 年他和朋友
在平顶山与大姐见面时，大姐就
住在市区，但不知现在的她在市
区还是鲁山。

如果杨婉桃大姐看到报道，
或者热心读者知道杨婉桃的线
索 ，请 与 晚 报 热 线 4940000 或
13937856989（孙立伟）联系。

11名鲁山留守儿童在郑州玩嗨了

昨天，维修人员更新安装新型
单臂单光源路灯。当天，市路灯管
理所维修人员对市区鸿翔路上部
分老化、损毁的路灯进行更新，为
市民营造一个明亮的出行环境。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当年在外打工受照顾 今朝事业有成欲报恩

杨婉桃大姐，你在哪儿？

更换新路灯
夜晚好出行

■留言台

张延果正在帮妈妈洗衣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