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26日
本版编辑/李国红 美术编辑/陈媛民生热点05

9年前
爸爸和三叔都走了

欣雨有两个叔叔。2011年的农

历七月初七，她爸爸和三叔活儿不

忙，一起去河边散心，没想到双双溺

水而亡，三叔当时还没成家。

那年欣雨9岁，年过六旬的爷爷

奶奶瞬间承受了丧子之痛。

在欣雨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婚

了，她对妈妈没有什么印象。爸爸和

三叔离去，家里生活的担子、抚养欣

雨长大的重任，都落到了爷爷奶奶的

肩膀上。爷爷一下子就苍老了很多，

先后患上了高血压、脉管炎等疾病，

什么活儿都干不了。同年腊月，欣雨

的二叔又因为突发心脏病，做了大手

术。

2015 年农历五月，欣雨的爷爷

去世了。令人欣慰的是，二叔身体慢

慢好起来，结婚后有了自己的家。这

个院子里就剩下了欣雨和奶奶。

奶奶打工
抚养孙女

一定把孙女带大，抚养成人。欣

雨几乎成了奶奶生活的全部。在爷

爷生病、欣雨年幼的岁月，奶奶一直

在邻村苗圃、高速公路两侧打工，主

要是给苗圃挖坑，挖出要卖的树苗；

在高速公路沿线栽花种草。老人每

天干满8个小时有40元的收入。

患难见真情，幸亏有姐妹们帮

忙，“我的两个妹妹每月都给我 200

元，她们生活也不富裕。”奶奶说妹妹

们接济的钱，她都用来给老伴看病吃

药了。

这两年奶奶岁数大了，找不到活

干，不再打工了。欣雨和奶奶享受低

保待遇，村里还把她们列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小学起郝欣雨就开始住校了。

在老师们的眼里她心思细腻、学习用

功，就是成绩经常不稳定。本该无忧

无虑的年龄，可很多沉甸甸的东西压

在她心头。

“其实奶奶也有高血压，她太劳

累，前些年总在工地间跑，落下很多

病根儿，生病就自己吃药，或者忍忍

就过去了，很少看医生。”欣雨说，奶

奶都是为了她才这么坚强，把身体累

垮了的。奶奶就像一棵老树，为她遮

风挡雨。

亲情难忘
将来想当一名律师

欣雨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书，包括

《月亮与六便士》《走在人生的路上》

等。最近看过的蔡崇达的散文集《皮

囊》对欣雨触动很深。“书里描写了作

者对故乡和亲人的深情，讲述的是一

个一个生命的故事。我看了他与父

亲的那一篇，慢慢理解了爷爷。”欣雨

说，小时候很怕爷爷，比如吃饭时爷

爷会让她端稳饭碗，不允许她走路拖

拉着鞋子，这些曾经的严厉，她现在

理解了。

关于爸爸，那些甜甜的开心的

瞬间，被她珍藏在了内心最柔软的

地方。“我害怕打针，一次生病要打

针我大哭，爸爸忽然从身后给我变

出一颗糖说，‘看，糖！’”欣雨流着

泪说，那颗糖和爸爸的笑脸还有爸

爸的怀抱……是最珍贵的回忆。

“语文和英语这两门她没考好，

本来成绩应该更高一些。”说起高考

成绩，奶奶这样说。

高考填报志愿时，欣雨填报了

华北理工的法学专业，她说想当一

名律师，律师是正义的化身。为了

将来拓宽就业渠道，欣雨说大学她

还要为考取教师资格做准备。将来

工作了，奶奶也不用这么辛苦，可以

安享晚年了。

“村里很照顾我们家，初中和高

中，欣雨都是在会宁中学读的，老师

们对欣雨非常关心，更感谢福彩助学

对欣雨的资助，减轻了我们家的负

担。”奶奶说。

对欣雨的规划，奶奶表示：“欣

雨，你不要总是想着奶奶过得好不

好，你要好好学习本领，将来一定要

为国家出一份力。”

从9个月大起
跟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泳歌的爷爷因为脑梗，行动不

便；奶奶满头白发、精神很好，摘下还

没熟透的苹果和葡萄热情地招待大

家。村书记杨秀臣介绍，泳歌两个月

大的时候，他爸爸就因心梗去世了，

走时才 27 岁。后来，泳歌妈妈改嫁

了。

从9个月起，泳歌就跟着爷爷和

奶奶生活。

“为了带泳歌，我去路罗镇上批

发 9 元一包的奶粉，喂奶粉、喂小米

稀饭，一点点把他带大。”奶奶感慨地

说，“那段日子真是难过啊，要一晚上

一晚上地熬，大人想孩子，娃娃想妈

妈……”

艰辛的生活没有把奶奶打倒，奶

奶勤劳、热情、开朗、爱笑，家里家外

全靠她张罗，是把过日子的好手。老

人乐观的性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泳

歌，泳歌性格温和、爱笑，学习努力认

真。

去山场的路不好走，奶奶说她几

年前就因为膝盖老化，走路爱腿疼，

还经常摔跤。8月19日去山场又摔

了一跤，把右胳膊摔破了。

在村小学
上了三个月的网课

三年前泳歌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浆水镇的浆水中学。今年受疫情影

响，泳歌扎扎实实地上了三个多月的

网课。家里没有网络，是村里和泳歌

的小学母校杨庄完小伸出援手，解决

了他上网学习的问题。“小学的钥匙

交给了泳歌，他每天去学校用学校的

电脑上网课。”杨秀臣说。

这三个月的学习，泳歌很受益。

今年高考，他考了 645 分，其中理综

272 分，英语 136 分，数学 125 分，语

文112分。他所在宿舍的8个同学高

考成绩大部分都在600分以上。

“村里每年都有孩子考上大学，

成绩这么突出的他是第一个。”杨秀

臣说，泳歌是村里的骄傲。

这么多年
要感谢的人很多

泳歌告诉记者，高考的第二天中

午，天热，他不太想吃饭。班主任赵

起老师也是他的物理老师知道后，下

楼给他买了包子和水。“一次我去学

校看泳歌，要回来时，赵老师专门找

了车给我送回家。”奶奶说，泳歌的老

师们都很关心他。

泳歌说，教育局和市政协的相

关领导，每年都来他家里看望，“帮

助 我 们 好 几 年 了 。 特 别 感 谢 他

们！”这些年，很多热心人向他们伸

出援手，今年高考完后，镇民政所

董所长还带了一位叫杨栗彬的先

生来他家里看望，还有一些热心

人，他都不知道人家是谁。泳歌和

爷爷奶奶享受低保待遇，村里把他

们家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被爷爷和奶奶照顾、养育18年，

泳歌说，对亲人的感激无以言表。“这

么多年家里什么活儿奶奶都不吩咐

我，连盛饭这样的小事，奶奶都不愿

让我做。就让我一门心思学习、看

书。家务我要主动做。”泳歌说。

“他上山去栗树下割草、喷药，在

家扫地、洗碗，越不让他干活，越是抢

着干。”说起孙子，奶奶的表情像吃了

蜜糖。

当个好医生
为人民服务

邢台市民政局福彩中心的李丽

玲告诉记者：“报名时，泳歌是自己来

的，他说爷爷和奶奶年龄大了，爷爷

生病他很着急，今后要当医生，给更

多病人治病，给他们带去健康和安

慰。”

泳歌高考第一志愿报考的是河

北医科大学的临床医学（本硕连读8

年学制），他 645 分高出该校投档线

很多分，“报志愿时，是本着专业优先

的原则报的，我就是想学这个专业。”

泳歌说，他小时候的理想就是当一名

医生。到了高中，这个目标更明确

了。

奶奶高兴地对邢台市民政局福

彩中心负责人付存霞说：“是国家政

策好，感谢政府和村里这些年对家里

的帮助。马上开学了，福彩又来资助

娃娃上学，泳歌到大学一定要好好学

习，将来当一名好大夫，为国家作贡

献，为人民服务！”

奶奶带大的宝藏男孩儿

8月20日，燕赵都市报·福彩助学活动来到邢台，记

者跟随邢台市民政局福彩中心、信都区路罗镇民政所的

工作人员一起走访了当地的高考学子。

路罗镇的冯泳歌毕业于浆水中学，今年高考考出了

645分的好成绩。这个被奶奶抚养大的男孩儿阳光、开

朗、懂事儿，成绩又棒，是全村人的骄傲。

太行山把最美的一段留在了邢台西部山区，以奇

峡、峻峰、飞瀑著称的峡谷群景区就在邢台路罗镇。冯

泳歌的家在路罗镇杨庄村，一个山清水秀的小山村。

信都区路罗镇民政所的所长董鹏飞、杨庄村书记杨

秀臣把一行人带到泳歌家里，大家都被山村小院的景致

打动了。干净的院落、挂满果子的苹果树、葡萄架，慈祥

的爷爷奶奶，还有爱笑、惹人怜爱的大男孩儿泳歌。

燕都融媒体记者 蔡艳荣 实习生 张兰予 文/图

在奶奶的庇护下不畏风雨

郝欣雨今年18岁，家住邢台市信都区羊范镇大路

村，与70岁的奶奶相依为命。今年高考郝欣雨考了550

分，生活的变故让这个懂事乖巧的小姑娘内心早就有了

对未来的规划。

假期里，欣雨在二婶婶的娘家帮忙。知道福彩助学

工作人员要来家里，欣雨专门赶回家在村头迎着。一行

人跟随欣雨向家里走，远远看见了站在胡同里的欣雨的

奶奶。老人满头白发，身体瘦弱，背有些弯。

冬瓜、黄瓜、西红柿、石榴，欣雨家小院子里绿意

盎然、硕果累累。这本该是热热闹闹的一大家子，可

一些人和事却成了欣雨和奶奶内心不能触碰的伤

痛。

燕都融媒体记者 蔡艳荣 实习生 张兰予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