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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德坤 文/图

一张简易的地板砖面方桌，
一个自制的皮套包裹圆滚木，一
根光滑的柳枝弯曲拐……在舞钢
市尹集镇清凉寺村一处不大的农
家院落里，陈毅暄的妈妈贾俊环
正利用这些“器材”做“康复操”。
8月10日上午，见记者一行进院，
陈毅暄一边搀扶着妈妈起身打招
呼，一边向记者解释：“这套‘装
备’是爸爸专门为患脑梗的妈妈
做的，这几年妈妈利用它做康复，
左半边身体康复明显，效果还不
错。妈妈心里啥事都清楚，就是
语言表达不出来。”

今年高考，陈毅暄以 540 分
的好成绩如愿被河南大学临床医
学专业录取。她说：“当医生是我
从小到大的梦想，不仅能够照顾
好爸爸妈妈，还能救助社会上更
多需要救助的人。”

多事之秋
让这个家庭陷入贫困

据陈毅暄的爸爸陈彦亭介
绍，他们全家四口人只有不足一

亩地，为了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
题，他又租了两亩地种，平常靠一
点电焊手艺做零工补贴家用。平
常的农家日子原本负担不重，只
是接二连三的大小变故让这个家
庭陷入贫困。

2009年，正在地里干活的贾
俊环突发脑梗，辗转多地花费十
余万元治疗费后，“命虽保住了，
却落下了个半身不遂，什么也做

不了，还离不了人照顾，现在每个
月得六七百块钱的药费。”陈彦亭
说。2010年，陈彦亭从树上跌落，
导致右脚踝骨折，由于经济原因
只能采取保守治疗，现在也是一
瘸一拐的，做工干活不能发力。

贫穷的家境并没有影响陈毅
暄的学习。陈彦亭说：“我们没知
识没文化，从小到大没为毅暄操
心过学习的事，她的成绩一直不

错。只是临开学这近万块的学费
压得有点让人喘不过来气。”

基于陈毅暄家的特殊情况，
清凉寺村把他们家列为建档立
卡贫困户，先后为他们争取了低
保补贴、残疾人补贴、高中教育扶
助等，“这些钱多的一年千把块，
少的一个月划几十块，虽然对他
们解决基本生活问题有所帮助，
但是遇见像孩子上大学这样的大

事，这个家庭还是需要救助的。”
随行的一名驻村工作队员说。

努力进取
梦想之灯从未熄灭

陈毅暄知道自己的家庭情况
不好，但是从未灰心丧气，她说：

“在最艰难的时候，我最喜欢在心
里对自己说的一句话是‘我不会
轻易向命运低头’。”

在学校，陈毅暄担任课代表，
在搞好自己学习的同时，还总是
热心帮助成绩落后的同学，她的
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前十名。

每到周末休假，陈毅暄总是
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家中，帮父亲
做家务，帮妈妈洗澡，再辅导 10
岁的弟弟完成作业，洗衣、做饭，
充实而忙碌。陈毅暄说：“高中三
年，一般是每两周休息一天半时
间，家里积攒了很多活儿要做，我
得利用好这段时间。”这个假期，
陈毅暄更多的时间是留在家里，
她说：“今后去上大学了，离家远
了，弟弟还小，妈妈不能自理，爸爸
身体不好还得支撑这个家，我尽可
能多地做点事、陪陪他们。”

谈及为什么报考医学专业，
陈毅暄说：“可能跟自己日常接触
家里的太多病号有点关系，如果
我学医就能直接照顾好他们，另
外，我从小到大也格外崇拜救死
扶伤的医护人员。所以，尽管临
床医学学制5年，我还是不想放
弃我原来的梦想。”

陈毅暄：从小就有一个医生梦
考生姓名：陈毅暄
毕业学校：舞钢一高
考试成绩：540分（理科）
录取院校：河南大学临床医学专业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昨天下午1点半，一
辆香槟色轿车稳稳地停在了湛河
区曹镇乡关庄村村民李卿云家门
口附近，李家的独子李宝义迎了
上来，将车主徐先生和记者领进
自己家里。这是徐先生第三年上
门给李宝义送大学学费。

两年前，李宝义以超出当年

我省文科一本线21分的好成绩被
河南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录
取，面对4年的学费，这个寒门学
子犯起了愁。本报“爱心成就大
学梦”活动报道了李宝义的情况
后，在我市经商的徐先生决定定
向资助李宝义，负担他四年大学
的学费。前年和去年暑假，徐先
生两赴李宝义家，分别送上5000
元学费。

与两年前相比，李宝义家变
化并不算大：88岁的奶奶思维和
行动还是那么迟缓，出门不远就
会迷路；房屋简陋依旧，父亲李卿
云仍在外打零工辛苦赚钱养家。
只不过院子里的菜畦规模越发

“壮大”了，红辣椒、青豆角、丝瓜
在烈日下显得生机盎然；家犬阿
黄个头儿见长，更加威武了。

李宝义身穿黑色T恤，戴着

一副黑框近视镜，眼神自信沉稳，
待人接物更加成熟。开学就该上
大三了，刚参加过大学英语六级
考试的他正在等待成绩出炉。大
一、大二期间，李宝义在学习之余
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和勤工俭学，
隔段时间就同徐先生进行微信交
流，向其汇报学习和生活情况，这
让徐先生“很放心”。

今年放暑假前，李卿云跟着

村里的建筑队去南京打工，这打
乱了李宝义趁暑假外出打零工的
计划，因为年迈多病的奶奶需要
人照顾。

“大三准备考个人力资源管
理证，为将来的就业做准备。”听
了李宝义的打算，徐先生很满意，
希望他“好好学习，实现人生价
值，回报家庭和社会”。留下5000
元学费后，他同李宝义道别离去。

大三学费送到贫困学子家

爱心男士无私助学已三年

陈毅暄和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