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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行动直通车——衡水站

刘嘉璐: 相信奇迹，我一直很努力

7月27日，在衡水市衡板小区，沿

着小区颠簸的道路，到达了石翊鹏所居

住的15号楼2单元。与其他老旧小区

一样，环境较差，楼道两侧墙面楼梯印

满了五颜六色的小广告。这栋楼一层

3 户，防盗门仍然是铁门，敲开一个中

门，一个身穿蓝色T恤的大男孩打开了

门，他就是石翊鹏。

走进石翊鹏家，客厅摆着一个看不

清颜色的沙发。石翊鹏的妈妈没在家，

坐在沙发上剥花生的老人是他的奶

奶。记者问她多大年纪了，她默不作

声。石翊鹏告诉我们，奶奶的精神状况

不太好，答不了话。

石翊鹏的妹妹正在卧室专心写作

业，记者一行的到来并没有打扰到她。

石翊鹏说，妹妹上小学一年级，墙上贴

着的二十几张奖状都是妹妹的，石翊鹏

的奖状已经被收进了柜子里。

在等待石翊鹏妈妈的间隙，记者转

了转石翊鹏家的两个卧室。妹妹正在

写作业的卧室里有两张床，其中一张床

很简陋，是一条木板搭在两个柜子上做

成的，除了床就是妹妹写作业的桌子。

相对而言，另一间卧室比较“奢华”，一

个旧空调挂在墙上，还有一个老式深红

色对开门衣柜，床是一张老式双人床。

这个卧室里还有一架缝纫机，旁边堆满

了黑色的类似护膝的缝纫制品。

这时，石翊鹏妈妈赶了回来了。说

起家里的状况，石翊鹏妈妈抹起了眼

泪，石翊鹏的父亲在他初一时因肺癌去

世，年仅39岁，当时四处求医还欠了不

少外债。石翊鹏父亲去世后，家里的重

担就落在了石翊鹏妈妈肩上。石翊鹏

妈妈并没有正式工作，家里的收入全靠

她打零工和给工厂加工护膝挣钱。

“缝纫机旁边的护膝是为工厂加工

的活，平时早晨和晚上不上班时就帮工

厂加工护膝护腰，做得比较符合要求时

1件可以挣一块多钱，做得不好就只能

拿到几毛钱。”石翊鹏的妈妈说，她平时

打零工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有时

候在路边种花草，有时候在工厂里缠电

线，没活的时候就坐在缝纫机前加工护

膝护腰，这样才勉强能够维持生活。

得知阳光助学将为石翊鹏送上

5000 元助学金时，石翊鹏的妈妈激动

地流下了眼泪，她说，如果没有助学金，

石翊鹏的学费要靠亲戚们资助了。

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石翊鹏在北京

邮电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之间选择时，听说北京打工的机会

多，他就决定选择北京邮电大学了。

从小功课不用操心
刘嘉璐的妈妈是村里的一名小学

教师，在她眼里，嘉璐不是一个聪明的

孩子，但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从小功课

不用操心。

嘉璐的爸爸在家附近的煤气罐厂

工作，对于孩子的学习，让他印象最深

刻的一次是在高二时，嘉璐因为考试考

得不好，自己给老师写了一封信，分析

自己为什么没有考好，老师点评后拍照

发到了班级群里。

“我一直相信，只要我肯努力，我就

能做到，我有时候甚至在想，凭什么下

次考第一的不能是我？凭什么高考的

那匹黑马不能是我？我一直很努力，我

相信奇迹。可是当昨天老师念成绩的

时候，我突然很难受，自己一直很努力

却没有收获……我每天都忙于交各种

作业，可是这些急交的作业对我来说并

不是特别重要的，反而是上节课物理和

数学所讲的重点的整理对我来说是有

用的……一直沉浸在‘紧急却不重要’

和‘重要却不紧急’的选择之间，而我每

次都选择了前者……我觉得要改变不

是要放弃前者，而是要提高效率，对于

后者我会更加重视，每天晚自习要做

的第一件事不是写学案而是要查漏补

缺……”

上小学初中时，刘嘉璐成绩一直名

列前茅，考上衡水中学后进了实验班，

竞争很激烈。刘嘉璐入学学号是 48

号，当时班里同学的学号就是考试名

次，她的学号一直在三四十之间徘徊，最

好成绩考过全班29名。此次高考以702

分的成绩取得了班级第三名，是三年高

中生涯最好成绩，在全省排七十多名。

她说，就像衡水中学的校训“追求

卓越”一样，一直追求卓越。

积累本写了两三百页
嘉璐在学习上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她上课认真听讲，跟着老师的思路走，

课下非常注重积累巩固。在语文、英语

等文科科目上多背诵；在数学、物理等

理科科目上多改错，积累经验，并且注

重实际的应用。

在高中的三年里，需要去保持一个

良好的状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行不

通的。“懈怠不想学的时候，就拿出笔记

本，抄一些好的句子，大多是心灵鸡汤，

这样能让自己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同

样也能为语文作文积累一些素材。”嘉

璐微笑着说。

嘉璐拿出了一本厚厚的《积累与反

思》，大约两三百页，隽秀的小字密密麻

麻挤满了一本，嘉璐说这样的本子大约

每学期每个科目一本，三年积累下来有

厚厚一摞。

宁做凤尾不做鸡头
“从很小我就给孩子定下规矩，每

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作业，如果完

不成，晚饭不让吃。”嘉璐的妈妈说，正

是这样长此以往的要求，嘉璐养成了一

个非常好的习惯，非常珍惜时间，学会

去利用更多的零碎时间去学习。

嘉璐考上衡水中学综合实验班后，

妈妈担心她压力大，跟不上课，跟她商

量要不要换到普通班，嘉璐坚决要留在

综合试验班。“宁做凤尾不做鸡头，我有

信心。”嘉璐坚定地说。

刘嘉璐的爸爸说，702分这个分数

很尴尬，上清华大学可能不能挑好的专

业，但我们仍然倾向于走清华。

衣服拣亲戚朋友的穿
院子的大门是木制的，门上挂着的

铁锁已经锈迹斑斑，院子是泥土地面，

两条小狗在泥土地卧着，见有人来抖落

身上的泥土，汪汪地叫着。屋内很简

陋，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最显眼的是

一墙的奖状和一个低保贫困户的牌子，

一个老式吊扇在屋顶咯吱咯吱地转着。

振亮的父亲是听障残疾，耳朵听不

见声音，平时只能靠手语交流。他大部

分时间在家里种地，有空余的时间就去

村子周围的家具厂打工；母亲沉默寡

言，身体不好，患有心脏病，平时需要服

药，也干不了重活。振亮平时在学校生

活非常节俭，衣服是拣的亲戚朋友的。

努力是唯一的出路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振亮从小能做

的就是努力，这种努力从他幼儿园的时

候就开始了。他清晰记得幼儿园老师

给他发的第一张奖状，“就是这张。”王

振亮指着墙上一张发黄的奖状说，从那

以后，他的各种奖状陆续贴满了墙。

“我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振亮

说，从小学到镇上的初中，他一直在班

里名列前茅，并凭借着优异的成绩，免

学费考到了武邑中学。到高中竞争压

力很大，高一的时候一直是班里 50 多

名，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一点点进步，

慢慢地稳定到了班里前20名。

王振亮的理想院校是哈尔滨工程

大学，他希望在未来能够顺利进入大

学，凭借知识改变命运！

“分数出来很惊喜，没想到考这么好。”7月27日下午，

衡水市景县龙华镇第一生活小区刘嘉璐同学这样说，她之

前给自己估的分数大概在670分左右，成绩出来后比预想

的高了30多分，全家人都乐开了花，都为她感到骄傲。

燕都融媒体记者 李会嫔 实习生 闫圣发

学子姓名：刘嘉璐

高考分数：理科702

毕业学校：衡水中学

理想院校：清华大学

学子档案

王振亮王振亮：：可以失败可以失败，，但不可以不努力但不可以不努力

学子姓名：王振亮

高考分数：理科600

毕业学校：武邑中学

理想院校：
哈尔滨工程大学

学子档案

7月27日，在衡水市武邑县审坡镇审坡村路边，一个骑着电动车，戴着眼镜的少年挥动手臂向我们喊着：“这边，这边！”

他叫王振亮，是我们要寻找的阳光学子之一，今年高考成绩600分。我们到达的时候，王振亮已经在村口等候多时。跟着王

振亮的车子，转过几个弯，穿过几条小巷，我们停在了一所旧砖房前。

燕都融媒体记者 李会嫔 实习生 闫圣发

石翊鹏石翊鹏：：家里的收入全靠母亲打零工家里的收入全靠母亲打零工

学子姓名：石翊鹏

高考分数：理科676分

毕业学校：衡水中学

理想院校：
北京邮电大学

学子档案

燕都融媒体记者 李会嫔 实习生 刘心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