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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杨岸萌

本 报 讯 昨天上午 11 时
许，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
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掏出
300元钱，说要捐给贫困大学
生。

老太太自称姓刘，不愿意
透露名字，75岁，她说今年自
己的孙子、孙女都参加了高
考，孙子考上了西南大学，孙
女还没有确定上哪所大学，家

里还添了个小孙子，所以花钱
的地方多，捐得有点少。“我前
几年来过，去年来晚了，没捐
成，今年一知道活动开始，就
来了。捐得不多，是我的一分
心意。”

“你们这个活动很好，大
家献爱心帮助别人，都会有好
报的。”刘老太太笑着说，她自
己有退休金，有能力帮助别
人，“等明年我抱着小孙子来
捐款。”

75岁刘老太捐款300元

破旧的居民楼，昏暗的楼
道，狭小的客厅，简单的家具，
昨天上午，记者来到市区新华
路与神马大道交叉口东益民街
7号院刘馨雨家，一家三口把记
者一行让进屋，热情地倒水、切
西瓜。

顶梁柱突然倒下

小小的客厅里除了一张看
不出颜色的沙发外，只有一个
边角破了的茶几，一台半旧的
空调扇吹出凉风，给闷热的屋
子带来一丝凉气。

“屋子有点小，东西乱，你
们随便坐。”刘馨雨的父亲刘东
升热情地招呼记者。他说，他
们住的房子是结婚时买的单位
房，只有 50 多平方米，房龄已
有30多年，现在都旧了。

刘东升今年50岁，七年前
因脑溢血留下后遗症，左侧肢
体行动不便。

1995 年，刘东升 28 岁，刚
结婚就下了岗，之后开始四处
打零工：“我也没啥文化，出去
打工干的都是体力活。”

2010 年，刘东升白天开了
一天出租车，晚上 7 点左右回
到家，坐在沙发上刚说了两句
话突然倒地。“他病得太突然
了，邻居帮忙把他送到医院，检

查后说是脑溢血，在医院住了
几个月，先后做了两次开颅手
术。”刘馨雨的母亲王玉坤说，
她 1999年下岗，开始几年在家
照看孩子，后来孩子大了她也
出去打零工。“原先我们俩都出
去打工，家里吃喝不愁，不过因
为双方家里老人都有病，还要
给他们看病吃药，所以也没有
多少积蓄。”

刘东升说，他生病花了四
五万元，积蓄不够，弟妹们又给
他凑了一些。出院之后他卧床
一年，之后虽然能起来床了，但
是左边身体留下后遗症，左胳
膊不能动，左腿走路不方便。

“他现在能拄着拐杖出去
转转了，但是吃饭、穿衣、洗漱
一切都要靠我，手术后还留下
了癫痫后遗症，根本离不开
人。”王玉坤说，七年来，她一直
在家照看丈夫，没法出去干活。

一家人凑合度日

刘东升突然倒下，妻子在
家照顾他，家里除了他的退休
工资，没了其他收入来源。刘
东升自己要吃药，孩子要上学，
再加上一家人的生活费，1500
多元的退休金根本不够用。

“这么多年，我们都是凑合
着过的。”王玉坤擦着眼泪说，

丈夫出院之后，一直睡在客厅
的双人沙发上。“他的腿不能打
弯，睡在床上腰疼，我们也没钱
给他买专门的床。他躺在沙发
上，腿可以放在扶手上，稍微好
受一点。不过长时间窝在沙发
上睡觉，他的颈椎现在总是
疼。”

“我兄妹四人，下面还有一
个弟弟两个妹妹，他们几家条
件稍好，时不时给我买药，给孩
子钱，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该
咋过下去。”刘东升说，家里的
电视机、空调扇等东西都是亲
戚们给的。

刘馨雨初中时学习还不
错，中招考上了市一高科技创
新班。上高中后一周回家一
次，每次回家都帮妈妈照顾爸
爸、做家务。“她有点内向，不过
很懂事。上高中每周给她 100
元钱，她总是花不完。”王玉坤
说，家里这样的情况，女儿也不
跟别人比吃比穿，放假了就在
家学习、做家务、照顾爸爸。

知道刘馨雨考上了大学，
她的姑姑、姨妈都打来电话祝
贺，这个说要给学费，那个说要
给生活费，一家人很感动。刘
东升说，这些年亲戚们一直帮
他们，但是也不能总依靠人家，
现在孩子考上大学了，等四年
后孩子毕业工作了，首先要报

答的就是帮助过他们的亲戚。

将来想当老师

高考过后，刘馨雨和同学
一起出去找活干，找了三天，才
找到一个给暑期辅导班发传单
的活，干了十几天，挣了600多
元。这是她人生中赚到的第一
笔钱。拿到钱后，她花50元买
了四五本茅盾、巴金、沈从文等
人的小说，其余的钱全交给了
妈妈。

“我感觉自己并不聪明，就
是死学。”刘馨雨说，高中之前，
她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学
习上，课外读物看得很少，所以
自己挣到钱后就买了几本小说
看，希望能拓宽一下知识面。

父亲生病时，刘馨雨才上
小学六年级。父亲卧床不起，
母亲要照顾父亲，学习上父母
都给不了她太大帮助。高一、
高二时，由于家庭原因，刘馨雨
压力大，成绩下滑，班主任老师
经常找她谈话，鼓励她，到高
三，她的成绩终于上来了。

“我的几个老师对我都很
好，经常鼓励我。”刘馨雨说，正
因为如此，高考报志愿时她报
考了师范大学，希望将来做一
名教师。“把老师对我的好传递
下去。”

报考师范的刘馨雨：

把老师对我的好传递下去

□本报记者 杨岸萌
实习生 王艺霖

考生姓名：刘馨雨
高考分数：506分（理科）
毕业学校：市一高
录取院校：河南师范大学

□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李兆伦 文/图

本报讯 昨天上午，2012年晚
报“爱心成就大学梦”捐助学子之
一王文娟专程来到晚报，对当年
爱心企业的救助表示感谢。得知
一些贫困学子不愿接受采访，深
怀感恩之心的王文娟说：“现在贫
困不丢人，一直贫困才丢人！我
自己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昨天上午10点多，一头干练
短发的王文娟走进晚报热线办公
室，刚说了一句“我是5年前的受
助学子之一，我想找王春霞”，便
红了眼圈，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当年瘦弱的小姑娘，俨然已变成
俏丽的职业女性，记者一时没认
出她来。她坐在椅子上擦了泪，
好一会儿才平息下激动的心情。

“你为何这样激动呢？”记者
忍不住问她。“很感动。”她说，当
年参加晚报“爱心成就大学梦”活
动，后来在爱心企业帮助下顺利
踏进大学校门，才有了今天的自
己。

王文娟是郏县堂街镇北张庄
村人，2012年高考被河南大学录
取。虽然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
与在市区当保安的爸爸相依为
命，但王文娟开朗懂事。大学四
年，她一直寻找各种机会勤工俭
学，发传单、做推销、辅导小学生，
什么都做过。大三、大四，她一直
在大学附近一个晚托班做辅导老
师，挣的钱足够自己的生活费。

她很喜欢教师这个职业，
2016年6月，她从大学毕业，顺利
通过招聘进入方城县一高任教。
现在她教高一语文课，美好的生
活在她面前展开，她觉得自己有
使不完的劲儿。这次是来到平顶
山市人才交流中心拿档案，顺便
来晚报汇报自己的情况，表达心
中的感谢。

当得知晚报正在举行“爱心
成就大学梦”活动，一些高中推荐
过来的贫困学子宁愿失去受助机
会也不愿接受采访报道时，她这
样说道：“现在贫困不丢人，一直
贫困才丢人！我自己就是一个活
生生的例子。”她表示等自己生活
宽裕下来，也会为贫困学子献出
一分爱心。

已成为教师的
受助学子王文娟：

“现在贫困不丢人，
一直贫困才丢人！”

昨天，刘馨雨在家为行动不便的父亲按摩。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资助对象：被今年高招本
科一批院校录取的平顶山籍
品学兼优、城乡低保或下岗职
工家庭出身、生活困难，需要
社会救助的大学新生，烈士子
女、孤儿优先照顾。

报名办法：到平顶山晚报
热线办公室（平顶山日报传媒
集团 507 室）提出助学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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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通知书以及城市低
保证明或乡（镇、街道）民政部
门开具的贫困证明原件和复
印件。

咨询电话：平顶山晚报
4940000、市人民教育基金会
2939808。

接受捐款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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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心成就大学梦”活动

报名及捐款方式

昨天，王文娟在本报热线办
公室看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