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9日上午，余绚希发了
一条朋友圈，“我们几个那么努
力怎么会被辜负。”配图她与其
他3位同校好友的录取结果。

余绚希的老家在平江县瑚
佩乡鹿石村， 一个偏远的贫困
山村， 父亲身患疾病不能干农
活。3年前， 原本考上了普通高
中的余绚希考虑到家中情况，
选择就读职高院校。 母亲也跟
随她一起来到平江县城， 找了
份月薪2000元左右的环卫工
作。 母女二人租住在平江县城
关镇康乐村一间十余平方米的
小房间， 全部的家具便是两张
床、 一张桌子和几把补了又补

的木椅子。
然而， 从进校的那一刻起，

她便在心里下定了决心：3年后，
她一定要参加高考并且成功考
上大学。

入学后，余绚希结交了几位
好朋友， 她们相约3年后一起踏
入大学校门。“我们几个人相约
一起学习，高三冲刺阶段每天早
上5点起来听英语， 晚上在宿舍
点着台灯复习到12点， 坚持不
下去的时候就互相鼓励。” 余绚
希说， 虽然偶尔也会觉得累，但
她知道妈妈更辛苦。

每年暑假，为了缓解家庭经
济压力， 余绚希都会打暑假工。
身高一米六的她还在工地上帮
人看监控、接电话。今年暑假，她
在一家饭店打工了1个月， 挣了
1800元，花了100多给自己买了
个银色的大行李箱，作为自己上
大学的礼物。

3年前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
如今有了好的结果，余绚希的心
里既激动又庆幸，庆幸自己坚持
了下来，因为所有的坚持和努力
都不会被辜负。 谈及未来的计
划，余绚希说，“大学想考个导游
证，这样有时间就可以带父母出
去旅游。”

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助学扶贫

好好学习除了取得好成
绩， 还可以获得什么？ 在平
江， 这一问题的回答会是奖
学金。1992年，平江县成立平
江县教师奖励基金会，2004
年12月在湖南省民政厅正式
注册登记，2009年经湖南省
民政厅批准， 更名为湖南省
平江县教育基金会。从此，基
金会不仅奖励优秀教师，也
奖励成绩优异的学子。

2014年，平江县石牛寨
镇率先注册成立了乡镇教
育基金会，基金会的资金来
源为当地贤达及村民捐赠
所得。此后至今，平江县共
有15个乡镇（学校）注册成
立乡镇（学校）教育基金会，
全县教育基金总量过亿元。
其中县教育基金总额2700
万元， 乡镇教育基金总额
7800余万元。

除了成立教育基金会，
2017年，平江县教育局还制
定了“精准助学”工作实施
方案，本县户籍截至2017年
6月30日建档立卡未脱贫家
庭就读子女，均可在享受国
家政策性资助的同时，享有
县级资助和校内资助。

同时，在国家农村义务教
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推进
下，平江县约10万名农村地区
学子在校期间享有4元每天的
营养补贴，补充蛋白质。

不让贫困成为
学业绊脚石

【学子档案】
姓名：余绚希，女，18岁，建档立卡贫困户，毕业于

平江职业技术学校。
高考成绩：在今年的对口升学考试中以586分的成

绩被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录取。

笑容甜美，温柔恬静，这是
记者第一眼见到李依平时脑海
里所想到的描述。 然而这个说
话时轻言细语， 笑起来像春风
一般的小姑娘， 在学习上却有
着一般人难以坚持的毅力。

李依平的家位于岳阳市平
江县三市镇三新村。 走进李依
平家中， 堂屋里停着一辆自行
车， 客厅里只有简单的木桌椅
和一台电视机。

4岁那年，在外务工的父亲
回家后，精神状态一直不佳，变
得易怒， 家里所有开支靠母亲
打工来维持。8岁，弟弟出生后，
李依平就学会了做饭洗衣，照
顾弟弟。

从小，李依平便知道，只有
好好读书才有出路。

小学到初中， 她的成绩就
一直名列前茅。刚步入高一时，
李依平的成绩在班上排前20
名， 但一股好强的劲头始终在
她心中涌动，“要想考上好学校
必须要进入年级前20名才有希
望。”李依平告诉三湘都市报记
者， 从班级前20名到稳定在年
级前5名， 她没有别的窍门，只
有“勤奋”。

高二下学期暑假， 李依平
在家刷了70多套英语试卷，开
学返校后的第一次考试，她的英
语从不及格变为年级第一。进入
高三之后，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
背书。中午，教室中依旧能看到
她刷题的身影，困了就趴在桌上

休息会儿。 晚上复习到12点是常
态。“在校期间我几乎不参加学习
之外的任何活动。”就这样，李依
平一门心思扑在了学习上。

勤奋终究会有所回报。近年
来， 父亲的精神状况有所好转，
并在附近找了份工作。一家四口
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比之前幸
福了许多。

在李依平的心中，一直有一
个当老师的梦想。她认为教书育
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高中
时，她的班主任沈校林在学习和
生活上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关心，
让她倍感温暖。

也正因如此，她报考师范学
院，计划在大学期间考取教师资
格证， 毕业后回到老家当老师。
这样既可以照亮更多像她这样
渴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孩子，
也可以照顾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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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奋终有回报，阳光总会到来，再听平江学子讲述励志求学故事

“所有的坚持和努力都不会被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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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贫困学子而
言， 负担不起的学费或
许会是让他们过早步入
社会的最主要原因。然
而近年来，在岳阳平江，

在政策的支持和人们观念的改变下，已经看不到因贫失学的孩子和因学致贫返贫的家庭。
8月26日、27日，由湖南省教育基金会、小风唐教育扶贫基金会、三湘都市报共同举办的

“2020三湘阳光助学”活动走进平江县，聆听学子们的励志求学故事。
■记者/胡灿 周可 黄亚苹 郭辉 丁鹏志 视频/郭辉 何佳洁 图 顾荣 通讯员 丁海燕

【学子档案】
姓名：李依平,女，19岁，建档立卡贫困户，毕业于平江七中。
高考成绩：559分（文科），被衡阳师范学院录取。

毕业后想回到家乡当老师

【学子档案】
姓名： 方忍德， 男，18岁，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户

（2016年已脱贫），毕业于平江三中。
高考成绩：548分（理科），被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录取。

母亲生产时因难产受了不
少苦， 家里的长辈希望孩子能
拥有好的品德，故起名忍德。方
忍德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既
能吃苦，又品学兼优。黝黑的皮
肤，灿烂的笑容，结实的体型，
他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 走到
哪就温暖到哪。

“我父亲是一名建筑工人，
母亲有高血压， 家里有两个姐
姐，二姐正在上大学。”方忍德告
诉记者，父亲因多年务工患有腰
伤，近年来身体不如从前，为了
供两个孩子上学，身体也不好的
母亲不得不在他高一那年也找
了份工作。

方忍德的父亲和爷爷从小
教育他： 读书是改变自己命运
的唯一途径。初升高的考试中，
方忍德并没有如愿考入平江一
中， 而是以第二名的成绩就读
于平江三中， 父亲因此还和他
大吵了一架。 方忍德便在心里

默默告诉自己：我要证明，不论
我在哪，都可以考得很好。

于是， 他给自己制定了严
格的学习计划和目标， 身为班
长的他，除了学习，还需要参加
多种课外活动， 但他依旧坚持
每天做一套试卷。“我一直都是
向前看， 当我考到年级前50名
时，我就向前20看齐，当我进入
年级前20名， 我的目标就变为
年级前5。”

方忍德的笔记本和书本
上，写着他对自己鼓励的话语。
“985、211，我想，想到睡不着！”
“无论结果如何，享受拼尽全力
的过程。”字里行间，仿佛可以
感受到这位正青春的少年在努
力向上的过程中所发出的光芒
和热情。

今年9月，他即将步入中南林科
大的校园， 学习森林工程专业。“长
沙应该有很多机会， 寒暑假有时间
我还是计划打工减轻家里负担。”

不设固定目标，一直坚持向前

李依平

余绚希

方忍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