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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孙三人撑起一个家

驱车经平山县城到大吾乡，一路颠簸。中伏天

里，连日雨水赶走了酷热，但路却变得异常难走。到

达刘兆强家时，雨还在下，首先见到的是刘兆强84岁

的爷爷刘叙叙。只见老人扶墙而行，弯着腰，颤颤巍

巍地告诉我们，“强强在邻居家帮忙干活呢，马上回

来”。院子不大，西墙头下用碎砖块圈了一个小菜

畦，紧挨着菜畦有一个木板搭起的棚子，是厨房。

三间正房高大明亮，屋内陈设却显得有些空

荡。老人告诉记者，赶上了好时候，在村里第一批危

房改造的时候翻修了房子，“没钱买家具，这沙发、茶

几都是亲戚不要了的，或者是他们凑钱给买的”。

十年前，刘兆强的母亲因病去世，父亲为还债外出

打工，年仅十岁的刘兆强便开始了寄宿生活。“这房子

要是没人住，坏得就快了，孙子上学，儿子在外边打工，

所以商量后我就来给他们看门了。”老人说。

由于近日多阴雨天气，做饭用的柴火都发了潮，老

爷子把“厨房”搬到了大门洞里，“用柴火做饭做习惯

了，用不惯这电炉子”。回到家的刘兆强告诉记者，爷

爷岁数大了，但生活还可以自理，“我爷爷能自己干的

绝不让人帮忙，我爸在外挣钱，爷爷就给我们守着家。”

“我虽外表瘦弱，但内心坚强”

由于寄宿生活开始得早，加上家庭困难，处于

长身体时期的刘兆强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营养，19

岁的他与同龄人相比显得瘦弱，但他的内心却异

常坚强。

“妈妈”这个词已经从刘兆强的口中消失十年

了，从年幼无知到高中毕业，在没有母爱的十年里，

刘兆强一直都很坚强。相比女生而言，男生的感情

不轻易说出口，“可能我幸运的一点是还有姐姐，在

县城上学时，都是姐姐一边打工一边照顾我。姐姐

和我一样，对妈妈的思念一天也没有减少过”。

最无能为力的事大概就是思念一个已经过世的

人，就像是无法说出口的“我想你”，看不见、摸不着，

却压在心底，最难受，刘兆强亦是如此。“我爸其实和

我们一样，他也想妈妈，这么多年来，我爸一边还债，

一边供我上学，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真的挺不容

易。”

为了能凑齐5200元的学费，刘兆强此前刚刚结

束了暑期家教班的工作，“赞皇的一个同学办的，

做了一个月，挣了1000块钱。”而为了能挣多点儿，

刘兆强的爸爸也是多次换工作，目前在北京一家厂

子上班，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数。

在刘兆强看来，他并没有想到会被重庆邮电大

学录取。“离家远了确实有点儿不放心家里，爷爷的

年纪越来越大了。”但他坚信，走出大山，以后才有可

能过上好日子，也只有走出去才能闯出属于自己的

一片天。

刘兆强：走出大山，闯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学子档案

本报沧州电（通讯员周如凤 记者代晴）7 月 21

日，本报报道了黄骅市广信颐园小区百户居民和谐互

助，打造一个大家庭的故事。这不，在庆祝中国人民

解放军建军90周年阅兵这个喜庆的日子里，他们第一

次设家宴欢聚一堂，既庆祝了建军90周年，也增进了

邻里和谐。

7月30日18时多，在广信颐园小区C座楼前摆满

了一桌桌丰盛的饭菜，男女老少说说笑笑，好生热

闹。大家口中的五嫂子是大厨，炖鱼、炖肉、蒸煮海

鲜，这些“硬菜”都是五嫂子的绝活儿。家人们渐渐入

座了，五嫂子还在忙着盛菜、端菜，满头大汗。周围还

有一些年轻男女忙活着，个个儿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提起组织这次大型家宴，大家来了精神。“昨天晚

上快九点了，五哥在群里发出了聚会的想法，每家最

少交30元，在楼下吃个团圆饭，说是自愿参加，但大家

的积极性可高了。”“除去一些出远门的或在外地旅游

没回来的，大家都报名参加了。从早上买海鲜、买菜，

到下午聚在一起择菜、做菜，大家都边干边说说笑笑，

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兴奋地说

着。

为了组织这次家宴，除了买菜、做菜，还有免费赞

助酒水的。有个小伙子特别激动，他说：“今天大阅

兵，我们在这里设家宴，这是在共同庆祝建军90周年

啊！”

这样一个大家庭聚在一起，场面那叫个喜庆、壮

观！孩子们、女人们、男人们第一次围坐在一起吃饭，

第一次开开心心敞开心扉，第一次举杯祝福唠家常，

整个场景温馨、快乐、幸福。一位六旬老太太笑呵呵

地说：“看看我们这一大家人，多幸福啊！在这里生

活，每天都能听到欢声笑语。”

《好大一个“家”》后续

百户居民摆家宴庆祝建军90周年

走出大山，在以后的日子里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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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来到了石家

庄 市 平 山 县 。

本次采访，河北

省善行使者公

益协会的工作

人员与记者一

路同行，共同播

撒爱心。河北

省善行使者公

益协会多年来

实施以“助学、

助孤、助老、助

残”为主要内容

的“四助”善行

工程，关注困难

群体，为社会服

务，拥有良好的

社会声誉。

因 为 有 两

名学子在外地

打工，我们只见

到了计划中的

两人。目前，大

学录取通知书

已经陆续送到

了 考 生 手 中 。

拿到通知书的

那一刻，他们是

无比喜悦的，但

却发愁如何凑

齐数千元的学

费。

多 日 的 阴

雨天气让山中

的小路变得湿

滑泥泞，像他们

过去走过的路

一般。但天空

的积云正在慢

慢散去，他们也

将要走出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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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被抱养，靠叔叔种地维持生活

石圈村，太行山脚下的一个小山村，只有一条

路与外界相连。阴雨天气里，唯一的小路变得非常

难行。

一路坎坷，到达石圈村时已近正午，村民告诉

记者，唐雪梅并未在家，此时正在县医院照顾74岁

的老父亲。等候近两个小时后，邻居用电动三轮车

载回了唐雪梅。车未停稳，唐雪梅就跳下车朝我们

奔来。原来，电动车在回程途中突然没电，因此耽

搁了时间。

唐雪梅毫不畏生，语声清脆，几番寒暄后，带着

记者一行人往家走去。在唐家的房檐下，趁着清新

湿润的空气，唐雪梅打开了话匣子。她毫不讳言自

己的身世，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是被捡来的，家里

人也从未隐瞒过她，她对此也并不在意。

“8岁以前我一直住在姑姑家，因为我爸在外边

打工，后来干不了活回了家，才把我从姑姑家接回

来。”唐雪梅说，“我爸没有了劳动能力，全靠我叔种

地养活我们。”

努力学习，只为来得及报答恩情

眼前这间狭小而破旧的院落，已经有些年头

了，唐雪梅所住西屋的窗户纸早已破烂不堪。

在村民眼中，唐雪梅一直很乖巧懂事，学习成

绩总是名列前茅。高考后，唐雪梅就没闲着，在南

甸镇的一家饭店找到了一份短工，每月可以有1000

多元的收入。尽管如此，大学每年3800元的学费对

于唐家来说，还是有些困难。

“家里就几亩地，我爸岁数大，又有病，没有劳

动能力，都是靠我叔种着地养活我们。”唐雪梅说，

“上了大学我要在课余时间找兼职，争取不再让家

里负担费用，借了亲戚、邻居的钱已经不知道多少

了，我以后要慢慢还。”

唐雪梅说，已去世的姑姑给了她母亲一样的温

暖，村里人也经常帮助她家。幸运的是，善行使者

公益组织时常关心她的学习和生活，爱心人士贾阿

姨更是自她上初中以来，每年提供1000元至2000元

的助学金。“高三的时候，贾阿姨经常到学校看我，

给我买吃的还有衣服。”在这样关心满满的环境下

成长起来的唐雪梅，对社会饱含着感激之情。

唐雪梅把家人给她无保留的、不求回报的关爱

记在了心底，把爱心人士的帮助记在了心底，深知

只有努力学习才能报答家人、报答社会的恩情。

夏雨初霁，一弯彩虹悬在半空，点亮了苍白的

天空。一如养父将唐雪梅捧回这个破败的院落，为

这个家添了一抹光亮。我们相信，唐雪梅必将在她

今后的人生里大放异彩。

唐雪梅：想快点儿有能力报答家人和社会的恩情

唐雪梅，石家庄市平山县王坡乡

石圈村人，高考理科 546 分，已被河

北医科大学录取。养父唐明海已是

74 岁高龄，无劳动能力，体弱多病，

长年服药。一家人靠唐雪梅的叔叔

种地维持生活。

刘兆强，石家庄市平山县大吾

乡东柏坡村人，高考理科580分，已

被重庆邮电大学录取。母亲十年前

因病去世，父亲为偿还债务外出打

工，至今未再娶。爷爷已是84岁高

龄，身体不好，长年服药。

□学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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