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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傅纪元

本报讯“爱心成就大学梦”
大学特困新生助学活动报名将于
8月10日截止。本报提醒已提出
申请的学生，请于8月 15日前到
本报补齐相关手续，逾期不候。

据了解，“爱心成就大学梦”
活动已经连续开展12年，今年继
续由本报和市人民教育基金会
发起，资助对象是被我省高招本
科一批院校录取的平顶山籍品
学兼优、城乡低保下岗职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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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学活动于 7 月 10 日

启动以来，本报记者根据学校及
学生本人提供的信息和线索，深
入申请救助学生家中，详细了解
学生个人及家庭情况。目前本
报已经陆续刊登近二十位学子
的新闻报道。这些寒门学子家
境贫困，但自强不息；他们身处
逆境，却乐观开朗，值得敬佩。

一篇篇内容翔实的报道刊
发后立即引起不少单位和市民
的关注。活动启动第二天，卓越
古筝的两位老师来到本报热线
办公室，将 1800 元交给工作人
员，这已经是该机构连续九年参
与“爱心成就大学梦”活动；“鹰
城好人”张郑生来到本报热线办

公室捐款1000元，这也是他第六
次参加这项助学活动；7月14日，
正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读研
的平顶山籍学子孙亚英与本报
记者联系，为即将踏入大学校门
的家乡学子捐款1000元，他表示
大学生活丰富多彩，不希望贫困
学子因为缺钱而耽误了深造的
机会；8月6日，一位仅留下笔名

“白云”的女士来到本报热线办
公室，特地为张家诚、赵启鑫、张
宗祺捐款9000元，这也是今年的
助学活动开始以后收到的最大
一笔个人捐款。目前已有众多
单位和市民为寒门学子奉献爱
心，他们来自社会各界，捐款金

额有多有少，每一分钱都是浓浓
的爱，令人感动。

本报热线办公室工作人员
已对申请学子的个人资料进行
整理。在随后的采访、调查中，
记者发现部分学生当初提供的
联系电话无人接听或关机，致记
者 无 法 核 实 申 请 者 的 真 实 情
况。另外，部分申请者提供的申
请材料中缺少录取通知书、贫困
证明、户口簿、高考成绩单等证
明材料，一些考生的贫困证明不
符合要求，需要重新开具。

本次助学活动报名将于8月
10 日截止。本报提醒已提出申
请的学生，请保持手机畅通，本

报热线办公室工作人员和记者
近日可能会与你联系确认相关
情况。申请者需要提供的有关
手续有：救助登记表、本人准考
证、身份证、户口簿、高考成绩
单、录取通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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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不全
的考生请尽快来本报热线办公
室补齐手续。

根据安排，报名结束后，本
报和市教育基金会将联合对申
请学生资格进行审核，通过审核
的学生名单将在本报公示。8月
下旬将举办助学金发放仪式，届
时受助学生将现场领取助学金。

“爱心成就大学梦”活动明天报名截止
请申请资助的学生于8月15日前补齐手续

□记者 李科学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一位不愿
透露姓名的中年男士来到晚报热
线办公室，为贫困学子捐款 2000
元。

昨天上午11时许，这位身穿白
色T恤、黑色裤子的中年男士来到
本报热线办公室，从口袋里掏出准
备好的一沓钱共2000元，递给工
作人员。男士说，自己的孩子去年
也上了大学，花费很多，他希望这
些钱能够为贫困学生解决一些燃
眉之急，让他们的求学之路顺畅一
些。

记者了解到，此前连续几年，
这名男士曾对本报报道的贫困学
生进行过资助。他一般去学生家
中实地看望后，直接捐助学生本
人。记者多次询问他的姓名，男士
均拒绝透露，只表示自己是中国人
寿的一名保险业务员。“一年2000
元钱，我还拿得起。”他说，妻子和
孩子也都知道他的做法，均表示支
持。

好心男士
捐款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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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熠晨的父亲张浩下岗多
年，为了让张熠晨接受更好的
教育，几年前，要强的母亲带着
他来到市区，和做小生意的父
亲一起生活。今年高考，张熠
晨以505分的成绩被河南师范
大学录取。为了凑够几千元的
学费，高考过后，张熠晨就在市
区一家琴行干暑期工。

一家人蜗居在
不到20平方米的小屋里

张熠晨今年 17岁，老家在
郏县安良镇张庄村。八年前，
他随母亲李丛利来到市区和父
亲一起生活，一家人一直租房
子住。8月7日上午，记者在李
丛利的带领下，来到他们租住
的市区八中北街原市绢纺厂宿
舍楼的家。

一幢砖块裸露的两层小楼，
通过狭窄的楼道，记者来到二楼
的张熠晨家。张浩又出门干活
了，小妹妹被送回老家，家里就
张熠晨和李丛利在。走进屋内，
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屋子分为
里、外两间，外面通道东侧是仅
容一个人的小卫生间，西侧是一
个简易厨房。里间的两张床占
据了卧室的大部分空间。

李丛利招呼记者坐在临近
过道的一张床上，记者注意到，
床头的漆已经脱落。李丛利
说，这张旧床是她结婚时买的，
来市区时从老家搬了过来。另
外一张儿子住的小床是去年在
开源路花 200 元钱买的二手
床。

李丛利说，他们住的这间
房子一个月租金 300 多元钱，
房屋年久失修，漏雨、掉墙皮是
常事。记者注意到，他们家的
房顶张着一大块塑料薄膜，透
过薄膜可以清晰地看到上面存
着不少积水。“每隔一段时间我
都得把上面的水清理一下，要
不就流到床上了。”

为了孩子的学习
一家人来市区谋生

李丛利说，她今年 42 岁，
丈夫张浩43岁，丈夫原来是郏
县黄道镇水泥厂的临时工。婚
后，没有工作的她一直和丈夫
租住在厂区的宿舍。2006年，
丈夫所在的水泥厂改制，丈夫
被辞退，水泥厂一次性赔付了
几千元。

为了谋生，丈夫来到市区
和一位亲戚学修手机，她则带
着年幼的儿子回到农村老家和
公公婆婆一起生活。由于一些
原因，丈夫没学会修手机的手
艺，开始在街头收售二手手机。

为了补贴家用，李丛利用
丈夫的几千元赔付款在郏县县
城摆了一个卖衣服的摊位，但
由于资金周转等原因，一年多
后摊位转让。

李丛利说，她上初中时学
习成绩优异，但由于家庭贫困
只好辍学在家，看着同龄人大
部分有了自己的事业，她深深
感到学习的重要性。为了让儿
子接受更好的教育，2009年，要
强的她带着上小学四年级的儿
子来市区找丈夫。本想着儿子
大些，自己可以打份零工，2010
年，女儿的出生打破了她原有

的计划。年幼的女儿需要照
顾，她根本无法外出打工。

生病怕花钱医治
夫妻俩咬牙坚持

去年十月，李丛利身体不
适，到医院检查后被确诊为子宫
肌瘤，医生建议半年后复查。复
查时又发现了腺肌瘤，医生建议
她做手术切除。考虑到自家的
经济状况，李丛利决定放弃手
术治疗，采用中药调理。

今年初，张浩感觉自己头
重脚轻、腿脚无力，还摔倒过几
次，在李丛利的多次催促下，张
浩回到郏县的医院检查，被确
诊为脑供血不足。张浩心疼花
钱，一直没有去医院治疗。

成绩优异生活节俭
一放假就打工挣学费

张熠晨的成绩一直不错，
初中毕业时，他以 520 分的成
绩考上了市实验高中院士班。
由于品学兼优，高一时他还获
得了奖学金。高二时考虑到家
里的特殊情况，他申请了贫困
补助。高中三年，他的学习成
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三十名。
对此，李丛利和丈夫都很欣慰。

张熠晨说，自己平时英语
成绩不错，一直保持在120分左

右，高考英语超常发挥，考了
131 分。倒是平时还不错的语
文发挥失常，只考了105分。

李丛利说，儿子平时很节
俭，从不乱花钱，不和同龄人比
吃穿。穿的衣服都是她买的反
季处理衣服，但儿子从不嫌
弃。记者看到，张熠晨身上穿
的牛仔马裤洗得干干净净，但
有些紧绷。李丛利解释，这身
衣服都穿四年了，儿子上高中
后胖了点，衣服有些小了。

为了给自己攒上大学的学
费，高考后，张熠晨经同学介绍
到市工人文化宫一家琴行做暑
期工，发传单、做接待、打扫卫
生。8月2日，张熠晨收到河南
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考虑
到接下来要为开学做准备，他
中断了打工。谈到暑期打工的
感受，有些内向的张熠晨表示

“挣钱不容易”。
张熠晨说，当初报志愿时，

是他自己选的学校和专业，感
觉这个专业将来比较好就业。

对于接下来的大学生活，
张熠晨表示，到学校先适应一
段时间，等熟悉环境后再找兼
职、做家教。他想凭借自己的
双手养活自己，等将来有机会
还要回报曾经帮助过自己的好
心人。

张熠晨：暑期打工攒学费

□本报记者 高红侠
实习生 陈明艳

考生姓名：张熠晨
高考分数：505分（理科）
毕业学校：市实验高中
录取院校：河南师范大学

8月7日，张熠晨在家里做饭。 本报记者 彭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