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坤叔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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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报道

【行动】

坤叔眼里，没有没希望的孩子，只有没机会获得希望的孩子

他把孤儿和擦鞋女送进了课堂

坤叔讲自己小时候的苦难经历，

讲其他凤凰孩子———包括同样在这里

住过的龙珍杰、龙平凤兄妹的故事。

“学校和敬老院都说投降了，管

不了啦，我们很伤心，是我们没有做

好”。

“其实上网你都不会上，只会玩游

戏，字都不会打，这样长大了能干什么

呢？你是哥哥，要照顾弟弟，你都这样，

弟弟以后怎么办呢？ 敬老院只能养你

们兄弟俩到16岁”。

“再读几年书吧，到16岁时，我们

带你到东莞去学一门手艺， 比如开车

什么的。但你现在知道太少，学手艺都

会有问题”……

触到伤心处， 龙建辉用手擦了一

下眼角，又恢复了静默。

坤叔指着身边的龙花云：“这个姐

姐以前也是我们资助的，读了大学，如

今在山江中心卫生院工作， 她会经常

来照看你们， 没钱上网可找姐姐要。”

听到这句戏谑，龙建辉嘴角一动，终于

笑了一下。

一个多小时的苦口婆心的开导，

龙建辉终于吐出了4个字：“星期一

读。”

正在这时， 坤叔接到一个助学者

电话，他兴奋地说“这个孩子刚才还坏

得政府都投降了， 现在是个好孩子

了”， 龙建辉低头又偷偷笑了一下。孩

子的心开始解冻了。

3月20日， 坤叔在凤凰县城买了

一张桌子， 一个茶几，22日给兄弟俩

送过去，进一步与学校和敬老院沟通

妥善安排了兄弟俩的生活和学习。

坤叔说，没有捂热不了的心。

“孩子最大的财富就是拥有希望，在他们艰难的时候，给他们一个支撑，给他们一个希望，他们战胜困难的顽强往往超人想

象。”在坤叔的眼里没有没希望的孩子，只有没机会获得希望的孩子，在他和他团队资助的两千多名孩子中，有擦鞋女、有孤儿、

还有“坏得让敬老院都投降”的调皮鬼……

■记者 周智颖

“龙建辉不上学了，请坤叔帮忙看

能不能帮到他。”3月16日， 坤叔收到

东莞助学者赵明欣的短信。

13岁的龙建辉和5岁的弟弟龙科

华是孤儿，就住在山江镇敬老院。敬老

院管吃住和基本的生活料理， 每人每

月50元零用钱。

龙建辉10岁才读书， 今年才读4

年级。3月18日下午，坤叔一行专程赶

到山江镇敬老院寻找龙建辉。

在敬老院工作的龙玉秀大娘认识

坤叔，早在10年前开始，“坤叔助学团

队” 成员就资助住在这里的一对孤儿

兄妹龙珍杰、龙平凤读书。如今，21岁

的龙珍杰毕业后在凤凰开推土机，而

19岁的龙平凤在东莞联合技工学校

半工半读。

在敬老院，坤叔一行只见到5岁的

龙科华，黑黑的脸和手，一下子都没能

洗干净。

兄弟俩的房间有十多平方米，除

了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把椅子外别无

他物，衣物到处乱扔着。

龙玉秀大娘数落着： 我们对龙建

辉投降了，他不愿意读书，提到读书就

捂着耳朵跑开，没办法了。他容易发脾

气，一生气就将尿撒在房间。不是他照

顾弟弟，而是弟弟照顾他，帮他打饭，

整理衣物。

山江镇中心完小的吴适应校长也

说龙建辉难以管理， 班主任被他搞得

够呛，资助人寄来300元钱，都不让班

主任代管，要拿回去。

第二天问他， 竟一个晚上花掉

200元，“扳坨子”赌博输掉了，气得班

主任不行。

调皮孩子不肯上学

请来坤叔帮忙

龙科华说哥哥天天在上网， 带着

大家在山江镇上的伊恋网吧找到了龙

建辉，因没钱上网了，他当时就站在旁

边看别人玩游戏。

坤叔把龙建辉拉出网吧， 带兄弟

俩到旁边的商店买了盆、桶、凳、碗、

杯、水瓶、毛巾等生活用品，大小各一

套。

弟弟很开心， 蹦蹦跳跳， 挑这挑

那。龙建辉始终面无表情，眉头紧蹙，

不看别人的眼睛。 问他喜欢什么颜色

和式样的用品，一律是两个字“不管”。

问兄弟俩的情况，及他们父母的情况，

都是回答“不知道”。

毕竟是孩子， 看到坤叔送来的糖

果，还是拿过饼干来吃。

弟弟拿着一筒薯片不知道怎么

吃，坤叔帮他撕开，告诉他如何吃。

五颜六色的生活用品摆在原本空

荡的小房间里，一下子添了许多生气，

悄悄滋润了龙建辉的心，坐在床上，他

一声不吭地听着坤叔唠叨。

听了坤叔的一番劝说，龙建辉抹起了眼泪。

网吧里找回

“坏透了”的调皮鬼

一番劝说后

孩子的心慢慢解冻了

3月18日晚上9点，凤凰县城，坤叔正在吃饭，一个标致的女孩敲门进来，坤叔一时认

不出，怔了一下才看清是杨霞。

9年前，坤叔将在凤凰街头擦鞋养家的13岁女孩杨霞送进学校，与团队成员一起资

助她读到湖南一师。一年后，因无法承受一年9000元的费用（资助者提供学费，生活费需

自己负担）转入东莞联合技工学校半工半读，又一年后辍学去温州打工。

坤叔已有4年没看到杨霞了。以前的杨霞即使笑也满含苦涩，很压抑，现在笑开了，

像一朵花彻底开放了。杨霞这次是奉母命从温州回来相亲的，但没相成，她说对方是同

乡，家境好，但不勤劳，不中意。

对杨霞，坤叔一直有一份失落、遗憾、自责，甚至心痛，总觉得杨霞的句号打得不完

整：“要是我们再坚持一下，可能她就彻底挺过来了。”

如今，坤叔又为杨霞的婚事操心上了，他希望她能有一个好归属，他才会安心。

牵挂

把街边擦鞋的她送进大学后，又为她的婚事操上了心

“她有个好归属，我才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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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 坤叔

又在替杨霞的婚事

操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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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8月，

在坤叔的资助下，重

返校园的杨霞考入

湖南一师五年制大

专班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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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

记者 王翀鹰 摄

2002年4月1

日， 坤叔在凤凰县城

街边见到辍学擦鞋的

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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