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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燕亚男
实习生 张畅 文/图

刘鑫患有先天性听力障碍，
但父母没有放弃，在他们的不懈
努力下，她终于能开口说话，跟正
常孩子一样坐进了教室。当一家
人的生活逐渐走向正轨时，刘鑫
的妈妈却因脑出血偏瘫。今年，
刘鑫考上了大学，一家人高兴的
同时也为她的学费发起愁来。

不放弃先天失聪女儿
父母让她开口讲话

8月 12日下午，记者辗转来
到高新区遵化店镇周湾村时，刘
鑫和爸爸刘水永正在家门口的路
上陪着妈妈王秀花做康复训练。
刘鑫留着齐发，戴着一副黑框眼
镜，看起来很文静。

看到记者，一家人开始往家
里走，要强的王秀花坚持一步一
步往回挪，不让丈夫和女儿扶
她。刘鑫推着轮椅，慢慢地在后
面跟着。

离家不到10米的距离，王秀
花用了近10分钟才挪到屋里。

刘鑫家的房子是农村常见的
平房，正屋看上去很空，有一组破
旧的沙发，柜子上有一台15英寸
的老式电视，旁边有一台旧冰
箱。刘鑫把妈妈的轮椅推进院
子，有点拘束地站在门口，记者招
呼她，她茫然地看着记者。刘水
永赶快解释：“她听力有问题，你
跟她说话得大声、慢点，还得用普
通话她才能听明白。”

刘鑫一岁多时，家人发现她
的听力有问题。刘水永和王秀花

带她到解放军152医院检查，被
诊断为先天性听力障碍。难道
孩子以后都要在无声的世界里
度过吗？夫妻俩不甘心。刘鑫
两岁时，他们将女儿送到市区
一家私立学校进行封闭式的语
言康复训练。想女儿时，王秀
花只能偷偷去看。

刘水永说到这里，一直默
不作声的王秀花不知道想到了
什么，突然掩面哭泣起来，嘴里
还不停地说着什么。刘水永沉
默了一下说：“她心里面啥事都
明白，就是说不出来。”

6年过去了，刘鑫终于和正
常的孩子一样坐进了小学的教
室，父母省吃俭用给她买了助
听器。“我们曾去市残联申请过
人工耳蜗，但是刘鑫的耳道太
细，不适合植入人工耳蜗，只能
戴助听器。助听器每隔两三年
就得换一次，一次一万多的费
用。”刘水永说。

上课听不懂全靠自学
求学路上困难重重

“说实话，最初让刘鑫参加
语言康复训练，只是单纯地想让
她能像正常孩子一样快乐成长，
没想到她能考上大学。因为孩
子上学基本上都是靠自学，老师
课堂上讲课的速度太快，她根本
听不懂，我们也辅导不了她。”
提起刘鑫考上大学，刘水永很
高兴，同时也很心疼女儿。刘
鑫自己也很痛苦，为此，没少跟
妈妈发脾气，常常喊着“为啥不
给我一个健康的耳朵”。

当记者询问刘鑫平时怎
么学习时，她费力地讲述：“有
时候……同学会……把老师讲
的……重点……写到纸上，或
者把笔记……借给……我看，
遇到不会的……问题……也
会问……老师同学，大家对
我……很照顾。”刘鑫说话的时
候偶尔会发音不清楚，有时候
一句话重复好几遍记者才能听
明白。

“我们平时跟她沟通也很费
劲，一件事情要反复说好多次她
才能明白。在学校，有时候给她
打电话，都是同学帮她转述。”说
到这里，刘水永突然对王秀花
说：“腿疼了站起来走走。”

虽然一直在跟记者说话，但
是刘水永一直关注着王秀花的
状态。“她不能长时间坐着，时间
长了会腿疼，隔一会儿就要站起
来走走。”

母亲突发脑出血
家里生活陷入困境

王秀花是2016年 12月突发
脑出血的，那天她刚刚从外面干
活回来。她在医院住院治疗先
后花了十几万元，虽然报销了一
部分，但是巨额的医药费还是让
一家人陷入了困境。出院后，
王秀花一直在家里做康复训
练，但还要继续吃药来控制病
情，每个月的药费报销后还得五
六百元。

王秀花生病后，刘水永无法
外出打工，只能在附近找一些半
日制的活儿干。“她身边离不开
人，不小心还会摔倒，我出去干
活时会将她托付给邻居帮忙照
看，干完活赶紧回来做饭、洗
衣服。”刘水永说，家里还有近6
亩地，农忙时，亲戚会来帮帮忙。

“刘鑫上高中后，学校为她
申请了‘两免一补’，家里的负担
减轻了不少。不过，这大学一开
学，还得不少费用。好在刘鑫放
假可以在家照顾她妈妈，我才能
放心出去干活，这样能多赚点钱
给她攒学费。”刘水永说。

听到这些话，王秀花再次流
下了眼泪。

看着妈妈，刘鑫说自己最
想学医，她说：“我想……学医，
当……医生，治好……妈妈的
病。”但是因为听力的限制，她
没有办法报考自己喜欢的专
业，只盼着自己能跟同龄人一
样，自食其力，做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

自学自强，听障姑娘刘鑫想自食其力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昨天上午，市房屋
维修基金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给
贫困大学生捐款2200元。

市房屋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党支部何书记说，前几天，他们
中心方主任一直关注晚报举办
的“爱心成就大学梦”活动报
道，在决定给这些品学兼优的
贫困学生捐点钱的同时，又向该
中心的同事发出了捐款助学的

倡议。
“因为我们只有十几个人，

捐的钱不算很多，只是尽一点心
意帮帮他们。希望他们能好好
学习，将来为社会作出贡献。”该
中心副主任郭艳芳说。

在他们提供的“爱心助学”
名单上，记者看到参与捐款的职
工有14人，捐款金额从100元至
500元不等。郭艳芳将捐款交
给热线办公室工作人员，工作人
员给她开了收据。

市房屋维修基金管理中心
工作人员捐款2200元

考生姓名：刘鑫
高考成绩：447分（文科）
毕业学校：叶县二高
录取院校：商丘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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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范丽萍

本报讯 昨天上午 9 点多，
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奶奶来到本
报，为贫困大学新生捐款 1000
元。记者询问得知，老奶奶姓
张，今年80岁，住在市区新华路
与建设路交叉口附近。

张奶奶穿了一件浅绿色上
衣，气色很好，她说：“往年给贫
困大学生捐过款，家里人都支

持，今年再拿出1000元钱，这是
我们全家人的心意。希望寒门
学子有学上，将来能用自己的真
才实学服务社会，回报社会。”记
者询问张奶奶有没有想捐助的
对象，她说：“钱也不多，你们安
排给谁都行。”

捐完款，张奶奶动身离开，
记者想要送一送，她说：“我的身
体还行，来的时候坐公交车，回
去还坐公交车，很方便。”

80岁的张奶奶捐款1000元

□记者 杨岸萌

本报讯 昨天下午4时许，
先后有两位市民来到本报热线
办公室。他们分别给贫困大学
新生捐款500元。

市民沈先生是平煤神马集
团八矿职工，前天值班时看到本
报关于贫困学生刘世光的报
道。“他家确实很贫困，所以想把
钱捐给他。”沈先生说，他儿子今
年秋季要上高中了，他过来捐
款，一是希望能帮帮这些贫困学
生，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影
响儿子，让儿子也能像晚报报道

的这些学生一样，好好学习。
沈先生刚离开，一位身穿浅

绿色上衣的女士也来到热线办
公室。确定是在这里捐款后，她
掏出了500元钱。

“我之前在报纸上看到你们
‘爱心成就大学梦’活动关于贫
困大学新生的报道，有些学生很
让人感动，所以过来给他们捐点
款。钱不多，是一点心意。”这位
女士不愿透露自己的姓名等信
息，只说自己的儿子要上高二
了，想对自己的儿子和这些贫困
学生说：“知识改变命运，希望你
们都能加油，好好学习。”

俩市民先后捐款500元

刘鑫将妈妈的轮椅推进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