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郭玉婧

“小毛考上大学啦！这孩子有
志气！”最近几天，这个消息在鲁山
县赵村镇桑盘村不胫而走。小毛是
薛丙鑫的小名，村民们一边替他高
兴，一边忍不住感叹：这孩子先天双
足畸形，被亲生父母遗弃，幸亏遇上
了好心的养父母啊！

在今年高考中，19岁的薛丙鑫
以518分的成绩被南阳师范学院汉
语言文学专业录取。得知他多舛的
身世，7月30日下午5点，记者与市
志愿者协会的工作人员一起，驱车
90多公里赶往鲁山县赵村镇。经
过蜿蜒曲折的山路，爬了几段将近
60度的陡坡，记者一行终于来到桑
盘村薛丙鑫家。

一个戴黑框眼镜、长相清秀、走
路微跛的男孩迎了出来。薛丙鑫的
养父薛文明和养母赵宗芳热情地把
我们让进了堂屋。室内陈设简单，
但收拾得很干净。

朋友“寄”在这里的弃婴
他们比对自己的孩子还要疼

薛丙鑫的养父薛文明今年67
岁，衣着朴素，面相和善。他给记者
讲述了与养子的父子缘。

19年前，薛文明的一个单身朋
友经过栾川，忽然听到路边有婴儿
的哭声，走过去一看是个被弃的男
婴，襁褓里还有一片烟盒纸，上面写
着孩子的出生日期。朋友见婴儿可
怜，便抱回家中，后来才发现男婴的
双脚跟正常的孩子不一样，脚背朝
下脚底朝上，足尖相对。

当时，薛文明在赵村乡（现赵村
镇）卫生院工作，朋友抱着孩子找到
他寻求帮助。经诊断，孩子是先天
性双足内翻。薛文明帮他把孩子带
到一个认识的骨科医生处治疗，可

治了一年多也没见效，朋友打来电
话说，不要这个孩子了。

朋友的电话让已经有三女两子
的薛文明有些不知所措，当时他的
大女儿已经有了孩子。邻居、朋友
都劝他：“这孩子本来就是个弃婴，
你还把他放回路边算了。”但薛文明
和赵宗芳实在不忍，于是就把孩子
留在身边抚养起来。由于从心底里
可怜孩子不幸的身世，夫妻俩对这
个孩子比对自己亲生的孩子还要疼
爱，并给孩子取名薛丙鑫。

薛文明工资不高，妻子又在家
务农，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下
有几个上学的孩子需要供养，生活
虽然拮据，他仍然每月赊账给薛丙
鑫买奶粉喝，发了工资再还给商店。

2006年9月，薛丙鑫该去赵村
镇上小学了。由于道路不顺，薛文
明常常背着他顺着河坡走七八公里
去学校。令薛文明欣慰的是，小丙
鑫聪明好学，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在
班级前三名。

薛丙鑫说，他从六七岁时就知

道自己是捡来的，但从不觉得缺少
爱，“我能感觉出来，俺爸妈明显对
我比对哥姐们好。哥姐们给爸妈送
来的好吃的，他们不舍得吃，都留给
了我”。

公益项目资助做了手术
少年暗下决心立志成才

2012年 1月，经过平顶山爱之
家孤儿寄养点负责人朱智红牵线搭
桥，薛丙鑫得以参加“爱心妈妈残疾
儿童救助项目”，在养父薛文明的陪
伴下，他在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接受
了手术治疗。手术从早上8点一直
持续到中午12点，才将一侧做好。
在外等候的薛文明心急如焚，心脏
病发作，在旁边一同等候的上海爱
心志愿者周淑平赶紧拿出速效救心
丸让薛文明服用。

术后，薛丙鑫强忍着麻药消退
后的疼痛，尽管这种疼痛使得他整
宿睡不着。当他从周淑平那里得知
养父在等待他手术时曾心脏病发作

后，这个12岁的少年心中默念：“爸
妈为我付出了这么多，脚好了我一
定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报答
他们！”

薛文明清楚地记得，术后从上
海回到家那天，已是大年三十了。
随后，双腿打满石膏的薛丙鑫几个
月没有下床。当时他正在上小学六
年级，为了不落下功课，他让养父到
学校领了课本，躺在床上自学。

去掉石膏后，为了练习走路，薛
丙鑫穿上了特制的矫正鞋。矫正鞋
的鞋底前低后高，弥补了薛丙鑫术
后足跟骨的缺陷。刚开始拄着双
拐练习走路时，薛丙鑫感觉双脚麻
木，双腿无力，移动十分困难，但一
想到疼爱自己的养父养母，就坚持
了下来。

当年9月，薛丙鑫被保送上初
一，每天拄着双拐去上课。第一学
期期中考试，他仍然考出了全年级
第八名、语文第一名的好成绩。

采访中，赵宗芳拿出薛丙鑫之
前穿过的矫正鞋，矫正鞋后面是一

个半圆柱形的设计，完全包裹了小
腿后侧，“这个矫正鞋很有纪念意
义，所以一直保留着”。

由于双脚畸形影响了发育，直
到现在薛丙鑫还穿着38码的鞋，前
面一截仍是空的，足跟还需要垫上
增高垫。他卷起裤腿，记者看到他
异常纤细的小腿，比正常人的手臂
还要细。

虽然腿脚不如别人有力，但薛
丙鑫放学回到家，都会帮父母干一
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比如刷碗、生火
做饭等。

他想做一名教师
梦想考上北大的研究生

2015年 9月，薛丙鑫顺利考入
鲁山一高，开始了三周回家一次的
高中生活。

薛丙鑫感激地说，他一直享受
着“两免一补”政策，从小到大，老师
们给了他很多鼓励和帮助。“特别是
我高三时的班主任田老师，他是一个
很负责任、很严厉的数学老师。我数
学成绩不好很苦恼，他经常在下课时
间给我辅导，还找我谈心，后来我的
数学成绩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薛丙鑫说，高考是一个鱼跃龙
门的机会，如果不努力，只能一辈子
待在鲁山这个小山村。而对老师的
感激和敬佩也成为他立志要当一名
教师的原因之一。

薛丙鑫喜欢读书和练习书法，
在记者来之前，他正在自己的卧室
里练硬笔书法。昏暗的老式灯泡下
是一张小书桌，书桌上有几本中外
名著和颜真卿的“多宝塔碑”字帖，
练习用过的纸摞了厚厚一沓，展开
来看，上面多写着“上善若水、沉默
是金”等字。

得知自己被南阳师范学院汉语
言文学专业录取，薛丙鑫很满意，这
离他的理想又近了一步。他打算读
完本科再考研，甚至梦想着有朝一
日能考上北大中文系的研究生。

临走时，记者试探着问他，会不
会恨自己的亲生父母，他想了一下
说：“刚开始知道时有点怨，后来慢
慢就淡了。”毕竟，遇到深爱自己的
养父母，他也是幸运的。这样一想，
他就想开了。

当年的弃婴立志当一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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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助学，永不停歇。您的一
份爱，将影响一个孩子的一生。

为帮助贫困大学新生顺利进
入大学校园，由平顶山晚报、市慈
善总会、市志愿者协会联手举办
的2018“爱心成就大学梦”公益助
学活动今夏再出发。我市爱心企
业及市民可直接到晚报或市慈善
总会捐款。此外，还可以直接扫描
上方的二维码，通过市志愿者协会
开通的“腾讯公益 爱在一起——
鹰城助学万人行动”筹款平台捐
款。捐赠累计超过100元，可由河
南省慈善基金会开具捐赠发票。

本次活动咨询电话：4940000。

▶捐款通道

姓名：薛丙鑫
高考成绩：518分（文科）
毕业学校：鲁山一高
录取院校：南阳师范学院

□记者 燕亚男

本报讯 昨天上午 10点多，
一位短发、戴眼镜的女士走进本
报热线办公室，为两位贫困大学
新生捐款2000元。

据了解，这位女士一直关注
本报举办的“爱心成就大学梦”活

动。她表示，自己老家在鲁山，所
以想捐助一位鲁山的大学贫困新
生。看完本报的相关报道后，这
位女士决定以自己和儿子的名
义，分别给鲁山考生张江涛（7月
30 日本报报道）、舞钢市一高的
李婧雯（7月31日本报报道）捐款
1000元。

这位女士很认真地把工作人
员给她开具的收据和刊载所捐贫
困大学新生报道的报纸订在一
起。“我要拿回去给儿子看看，希
望他们努力上进的精神也能给儿
子一个良好的启发，也希望你们
能把这两位学生到大学后的生
活、学习情况告诉我。”她说。

一女士为俩学子捐款2000元

□记者 李科学 实习生 张畅

本报讯 昨天上午，一位戴
着眼镜、穿着格子上衣的年轻姑
娘来到本报热线办公室，为贫困
大学新生捐款300元。

姑娘皮肤白皙，看上去略带
稚气，但今年已经研究生毕业
了。“你是不是以前来捐过款？”
一位工作人员觉得姑娘有点面
熟。询问得知，今年已经是她连
续第三年前来捐款了。由于身
边有类似情况的同学，她很了解
贫困大学生的难处，希望用自己
攒下的钱给他们一些帮助。

工作人员询问姑娘的姓名，
她始终不肯透露任何信息，“我
捐的钱也不多，希望能帮助到有
需要的学生”。

连续3年来捐款
好心姑娘
研究生毕业了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8月 1日，一市民致
电本报热线，称自己是一家公司
的负责人，咨询向贫困大学新生
捐款一事并表示要捐款5000元。

这位市民姓傅，在市区平安
大道与东环路交叉口附近开了一
家钢材店。昨天上午，记者来到
傅先生的钢材店。

忙碌的傅先生停下来与记者
聊天，他之前曾参加过一些助学
活动，也曾跟随相关帮扶人员到
鲁山一些地方走访，亲眼看到过
一些贫困家庭学生的不易。

“我订的有《平顶山晚报》，看
到你们关于这些贫困大学新生的
报道，就想帮帮这些学生。”傅先
生说，作为商业人士，给贫困大学
新生捐点钱，也算为社会做点贡

献。“不要说我的名字，也不要说
公司的名字，尽点微薄之力，不足
挂齿。”

傅先生将准备好的5000元
现金拿给记者，记者给他开了收
据。

送记者离开时，傅先生再次
表示，如果明年本报还有“爱心成
就大学梦”活动，到时如果没有什
么特殊情况的话，他还会捐款。

一公司负责人捐款5000元

在自己卧室的薛丙鑫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