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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每一个有追求的青年
三湘都市报利群阳光助学行动

全国最佳志愿服务项目

每次利群阳光助学直通
车寻访优秀贫困学子的爱心
之旅，总能收获满满的感动。这
次走进宁乡也不例外。

王先生，今年47岁，初见
他是在年初的爱心顺风车报
道采访中， 妻子身体有病，自
己也是伤残人士，腿上的钢筋
还没拆除。这个靠泥瓦工的工
作挣钱养家、既要给妻子看病
还要供两个孩子读书的男人，
几年来一直坚持免费搭乘顺
路市民，他的一句“我们这样
的家庭，自己不努力，谁也帮
不了你”感动众多读者。获悉
他小儿子今年考上中国地质
大学，又完全符合我们资助对
象条件，我们劝他填写一份申
请资料， 他给我们的回复却

是：“我认为我不贫困，这钱必
须给更需要的人。”

17岁的小朱，以563分的成
绩被河南大学录取，他的家中
有两名残障人士，母亲还不定
期需要化疗，全家仅靠父亲种
田为生，记者告诉他符合“利群
阳光助学活动”的资助条件时，
他却说：“我可能会获得另一份
资助，钱够了。如果不够，我可
以申请贷款或是勤工俭学，请
把这个名额让给更需要的人。”

阳光、自强、自立、坚忍
……清苦的物资条件下开出
的“爱之花”是如此耀眼。

“请把有限的资源给更需
要的人！”你的婉拒，温暖而又
让人心疼！

■记者 王智芳

紧张、激烈的高考大战结
束后，大多数孩子会选择过一
个快乐假期， 好好犒劳自己。
可是，有一个男孩却没有时间
放松和享受，他一边忙着收拾
被洪水冲毁的家，一边还在想
着自己上大学的学费该从哪
里来？

他叫罗聪颖， 今年18岁，
来自宁乡县流沙河镇。今年高
考他考了530分， 被南华大学
录取。寄到手中的大学录取通
知书和被洪水冲致弯曲变形
的土砖房的家让这个孩子悲
喜交加。

小账本里记着每一笔捐助

聪颖8个月大时， 父母就
离婚了。母亲改嫁，父亲也不
回家，从此他和爷爷奶奶相依
为命生活在一起。一个随时可
能垮塌的土房子就是他们的
家， 祖孙三人住了十八年。现
在，房子完全不能住了，一家
人只能暂时借住在叔叔家。

罗聪颖的爷爷、奶奶都是
年近七旬的人，家里的全部收
入就是两位老人每个月280元
的养老金。罗聪颖能够顺利读
完高中、参加高考，还完全得
益于他们账本上的一笔笔资
助。

聪颖有个账本，这里有三
年来亲戚、朋友和爱心组织给
他的捐助，多则几千块，少则
几十元，每一笔都记录得工工
整整的。爷爷一直十分小心地
收藏着这个账本。即便发洪水
的时候，老人都特意把账本带
在了身上。

爷爷罗谷祥叮嘱他，每笔
账都要记着，等他毕业以后找
到工作，有钱了就要还，要回
报人家， 不能白得别人的，要
努力学习，别人的钱也是辛辛
苦苦攒来的。

一场洪水打乱大学计划

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
的爷爷罗谷祥，从没有走出过
大山，但他却一直深信只有知
识才能改变命运， 这些年，两
位老人尽量省下每一分钱，供
罗聪颖读完了高中又考上了
大学。

为了攒钱上大学，高中三
年来，罗聪颖从爱心助学组织
和学校每年提供的6500元资
助中，一点一点抠出来积攒下
6000元， 这对于生活在城市
里的人，可能只是买一部手机
的花销，但对于他而言却是笔

巨款； 爷爷奶奶也从每月280
元低保里节省出来一万元。

眼瞅着过完暑假，罗聪颖
终于能够带着这一万六千多
元的全部积蓄走进大学校门，
可是这场洪水却打乱了所有
的计划。 现在在罗聪颖心里，
给爷爷奶奶盖一个温暖的家
远比他上大学更要紧。一听说
孙子要把一万六千元拿出来
给自己盖房， 爷爷当场就急
了，坚持要把所有的钱都给聪
颖上学用。一向听话的聪颖不
再说话，但他心里的打算已经
不可动摇，一万六千元必须给
老人留下，至少可以先把地基
建好，而自己的学费、生活费
再想其他办法。

“请把资助名额优先其他
同学”

下定决心要重新筹学费
的聪颖来到了村委会，询问助
学贷款的事情。在这里，罗聪
颖得知，宁乡慈善协会发起的
助学活动会为家庭困难学生
提供大概三千到五千元的补
助；不仅如此，国家还有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这是专门向
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
生和在校生发放的助学贷款，
可以帮助他们支付在校学习
期间所需的费用。不需要担保
和抵押，学生在校期间的利息
由财政全部补贴。

这两笔费用加在一起，自
己的学费、 生活费就能解决
了， 他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不过，这个暑假，他还不能歇
着，给爷爷奶奶盖房子还有很
大的一个缺口需要补。罗聪颖
听说一个亲戚家的小孩需要
补习功课，他就马上赶到了长
沙，上门做起了家教。

“是给我表弟上课， 一百
元一天， 这样干到开学前，大
概就有2000元的收入。”聪颖
告诉记者，补课之余他每晚还
会去附近的广场上卖矿泉水
赚钱，“我在农村长大，不懂得
什么推销技巧，但只要想到每
卖出一瓶就离盖房子近一步，
我就有了力量。”

当得知本报利群阳光助
学行动可以为符合条件的贫
困学子提供每人 5000元资
助， 且他符合资助对象时，这
孩子怯怯地对记者说，“姐，我
觉得我过去已经受到很多资
助了，如果可以，请把我的名
字放在最后，优先其他更需要
资助的同学。”
■记者王智芳通讯员卢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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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下旬，我省普降大到暴雨。湘江流域的宁乡县遭受了有水文、气象记录60年以来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
洪灾过后，小城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洪水的痕迹依旧清晰地留在了垮塌的房屋和倾倒的电线杆上，也冲淡了那些家庭

经济条件原本就不太好的大学新生应有的喜悦……于是，本报利群阳光助学来到这里。

本报利群阳光助学直通车开进宁乡
报名申请截止，8月下旬将在长沙举行利群阳光学子励志报告会暨助学金发放仪式

8月7日下午，当我们抵达
长沙宁乡时，杨中赳正从70多
公里外的巷子口镇赶回白马
桥镇的家中。

“我本来是去那做家教
的，结果忘记带身份证了。”杨
中赳告诉记者，为了给家里减
轻负担，高考结束后他就在外
打工赚钱，想为自己挣一些上
大学的生活费，之前在水果店
打零工。“这个家教报酬高点，
一天能有60元， 远是远些，但
能多挣一块算一块。”

这个单瘦的男孩子，得知
本报有“利群阳光”助学项目
后，就像看到了希望，“这个资
助金我得打三个月工才能挣
回来呢！”

努力向上的一家人

因为前阵子的大水，杨中
赳家一楼简单刷白的墙壁留
下了近两米的痕迹。“大水带进
家的泥沙我们清理了好几天，
好在我们家没有什么电器，所
以也不存在泡水不能用的问
题。”杨中赳宽慰记者更像在安
慰自己， 他说水再大也冲不走
一家人努力向上的决心，“有梦
想就得去追逐。”

杨中赳的妈妈告诉记者，
自己患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心脏
才做完手术， 只能在家种点小
菜。丈夫也有慢性病，只能做点
零工，“他身体也不好，但只要有
活他都干。我们不怕累，就怕没
活干，没收成。”就是这样努力的
夫妻俩，一年下来的收成也不过
一两万，除去医疗费用，日常开
支只能勉强维系。5000元的利
群阳光助学金对这个家庭来

说无疑是笔“巨款”。
“幸好有你们助学， 不然

我们家难过这个学费的关。”
杨中赳的爸爸告诉记者，孩子
高三复读的二千多元还是教
育部门提供的。

想毕业后
扛起家里的担子

据了解，6月20日，该县教
育局收到县扶贫办提供的建
档立卡学生名册之后，组织各
阶段学校进行助学金发放：将
学生名册按户籍分发到各乡
镇（街道）基地学校，再分到所
辖学校，通过校与村、校与家、
校与校对名册上的每一个学
生进行一一核对落实，对经确
认无误的学生按能享受的资
助项目立即通过银行转账发
放到位。分三轮共发放1385.1
万元，资助学生21358人。

杨中赳的成绩一直不错，
去年高考发挥不是很理想，家
里虽然拮据，但父母还是支持
他再努力一年。问及将来的打
算，这个17岁的孩子眼里溢满
阳光， 他说自己已经计划好，
“之所以选择电气工程及其自
动化专业，就是为了以后找工
作方便，这样毕业就可以扛起
家里的担子。” 至于接下来的
大学生活，他说会在大学里申
请助学金， 再做一些兼职，不
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

“困难是暂时的， 生活总
会好起来。”他不断安慰父母。
谈及心愿，杨中赳不假思索地
说：“愿父母健康长寿！”

■记者 王智芳 黄京
通讯员 周正茂

“大水冲不走我的大学梦”

姓名：杨中赳
高考分数：563分
录取学校：
长沙理工大学

“姐，请把我的名字放最后一个”

姓名：罗聪颖
高考分数：530分
录取学校：南华大学

记者手记 你的婉拒，温暖而又让人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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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杨中赳在帮忙翻整家里受淹田
地。 傅聪 摄

罗聪颖在家中帮爷爷奶奶干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