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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闻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老农王少刚
圆了“大学梦”

儿女为他穿上学士服并定格下珍贵瞬间

前几天，临沂农民王少刚穿上了学士服，这是作为应届毕业生的
儿子为他准备的。今年57岁的王少刚一直有个大学梦，但由于家庭贫
困，他最终选择了回家务农。38年后的今天，他的一双儿女亲手为他
穿上了学士服，并定格下了这一珍贵瞬间。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巩悦悦

高考意外落榜

事情还要从38年前说起。
1982年，以“双百”考入县重

点高中的王少刚却在高考中发
挥失常，后来由于家庭困难不得
不放弃念书，无缘再次高考成了
他内心永远的遗憾。

走进大学校园，是王少刚同
时也是家里几代人的梦想，但想
到自己的家境，他无奈放弃了。回
家务农后的王少刚，时常会想起
外出求学的岁月，脑海里会浮现
出背着粮米袋、提着咸菜罐，蹒跚
走在弯曲小路上的身影。

自己没办法圆梦大学，他将希
望寄托到了一双儿女身上。务农赚
来的钱，除了生活开销，就是存下
来供女儿王静和儿子王帅读书。

据王帅介绍，从记事起，父
亲就经常告诫他和姐姐好好念
书，考上大学。“父亲经常梦到自
己参加高考，做数学题怎么也解
不出答案，最终从梦中惊醒。”

儿子艺考中榜

王帅文化课成绩不突出，但
因为爱好摄影，最终选择走艺术
这条路。得知儿子喜欢摄影，王
少刚不想扼杀他的爱好，同时也
不想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而
且他坚信儿子定会成为一名优
秀的摄影师。“就是砸锅卖铁，也
要供出两个大学生。”王少刚说。

父亲的言行也影响着儿子。
为备战艺考，王帅独自到临沂参
加培训。离家前，懂事的他为减
轻家里负担，偷偷去集市买了大
包煎饼，“父母舍不得吃喝，给我
出了六千元培训费，我已经很开
心了。我自己吃点苦不算啥。”

2016年夏天，王帅拿到了四
川电影电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他第一个电话就打给了外出务
工的父亲。“我说自己被录取了，
爸爸电话里没说啥恭喜我的话，
但我知道他非常高兴。因为我了
解他，他就是那种不善言辞但情
感细腻的人。”王帅说，他知道，拿
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不仅是自己的
梦想，更是圆了父亲的梦想。

姐弟为父圆梦

今年7月，王帅毕业了！他不
仅拿到了大学毕业证、学位证，还
收到了学校发来的一套私人定制
学士服。

拿到学士服后，王帅萌生了一
个想法：让父亲穿上这套学士服，
利用自己的专业特长，为他拍一组
写真。有了想法后，王帅第一时间
告诉了姐姐，姐弟俩一拍即合。

7月12日，王帅和王静相约赶
来老家，准备给父亲送上惊喜。姐
弟俩的想法，让正在地里干活的
王少刚非常吃惊。在为父亲换上
新的白色衬衣和学士服后，伴随

“咔嚓”的快门声响起，王少刚的
笑容就此定格下了。那一刻，王少
刚仿佛就是一名刚刚大学毕业的
学生。

“你见证我成长，我们圆你大
学梦！”姐弟俩在一旁喊出了这句
心里话。即便是在梦里，王少刚可
能都没有梦见过这一幕：自己没
能完成的梦想，儿女帮他实现了！

手里举着儿子的大学毕业
证，身着学士服的王少刚有些拘
谨，看着儿子相机里的照片，王少
刚欣慰地笑了，他叮嘱儿子一定
将照片冲洗出来，他要永久珍藏。

感恩父母养育

七八年前，毕业于滨州医学
院的王静在淄博扎了根，在淄博
市中心医院当护士，其间还步入
了婚姻殿堂，如今育有一个6岁的
女儿。弟弟王帅也已大学毕业，目
前在济南实习，同时也当起了家
里的“男子汉”。

王帅向记者坦言，自己已经
长大了，不想让父母像以前那么
累了。“每次回家看到父母务农，
我都很心疼，回回都提醒他们别
太拼，可他们还是忙个不停。我知
道爸妈都是为了我。”

最近几天，王帅和王静帮57岁
农民父亲圆“大学梦”的视频，在
抖音上火了！

“多么了不起的爸爸啊”“懂
得感恩的一双儿女”“父母亲让
我们拥有最好的教育，而他们却
过着最朴素的生活”……记者注
意到，这条视频的点击量目前已
破千万，有上千名网友参与评论
互动。

正是由于自身的经历，王帅
梦想将来在媒体工作，他想挖掘
更多像父亲那样的普通人的故
事。“我和姐姐要好好工作，也要
多回去陪陪爸妈，以后我们要好
好孝顺他们。”

8岁暖心娃照顾
高位截瘫父亲

洗衣做饭扛起生活重担，她希望有辆电动轮椅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彭彦伟 刘涛

离婚后又高位截瘫
前后治疗花了十五六万

8月22日中午，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记者来到莒县小店镇杨
家崮西村。鲁春晓家住村南边，
家门口是个小广场，广场前边是
一条河，随着近几年村庄综合治
理，她家门口的环境越来越好。
如果不出意外，这就是书中描写
的农村，小桥，流水，人家，四口
人，本是一个幸福之家。

听到车声，鲁春晓从院子
里跑出来，光着脚丫，高高的个
子，有些瘦，见到我们并不陌
生，与我们打着招呼。她家是个
四合院，四间正房，还有几间偏
房。客厅的墙上贴满了姊妹俩
的奖状，鲁春晓的父亲鲁守波
躺在里屋的床上。为了方便照
顾父亲，鲁春晓的床和父亲的

紧挨着。桌子上还摆着刚吃过
的午饭，鲁春晓炒了个土豆和
洋葱。“我做的，简单的菜我都
会做。”鲁春晓笑着说。

鲁春晓还有个姐姐，这原
本是个幸福的四口之家。可两
年前鲁守波和妻子感情不和离
婚，妻子带着大女儿离开了。祸
不单行，一个月后，鲁守波在小
广场上锻炼身体时不小心从单
杠上摔下来，造成高位截瘫，脖
子以下没了知觉。前后治疗了
一年多，花了十五六万元，治病
的钱全是借的。

8岁孩子担起生活重任
炒鸡蛋蒸米饭都学会了

生活在这里发生了转折，
鲁春晓当时只有六岁，还不太
懂事，整天只知道哭。照顾鲁守
波的任务便压在了年迈的父母
身上，鲁守波的父亲当时已经
70岁，母亲也67岁了，父亲五六
年前因脑血栓还有后遗症，走
路比较费劲，母亲有心脏病，兜
里一直装着速效救心丸。做饭、
洗衣，以及不定时翻身，还得帮
着锻炼，日复一日。

随着年龄增长，两位老人
照顾儿子越来越吃力。鲁春晓
也慢慢长大，家庭的变故，让她
过早地承担起生活的重担。从
去年开始，她慢慢学着做起了
家务。比炉子高不了多少的她，
在父亲的指挥下做一些简单的
菜，炒鸡蛋、土豆丝、蒸米饭，慢
慢地，这些她都学会了。“家里
能做的菜本来也不多，反复就
那几样。”鲁守波说。

父亲躺在床上指挥，鲁春
晓在外屋学着做，炒煳过，也曾
不熟，也曾忘记放盐，也曾放了
多次盐，每一顿饭虽然在鲁守
波看来都特别香，但却都难以
下咽，这是一个六七岁孩子过
早的反哺，让鲁守波总是心疼
又愧疚。

做饭、洗衣，聪明的小春晓
都慢慢学会。而更大的担子在
于照顾父亲，由于父亲需要不

定时翻身，需要每天锻炼，把父
亲挪到轮椅上，不到60斤的孩
子需要搀扶120多斤的父亲，她
的体格还远远不行。刚开始需
要爷爷帮着，最近一段时间，她
开始一个人搀扶父亲，每次都
是大汗淋漓。

天性乐观的她
一直笑嘻嘻的

鲁春晓本就是个孩子，玩
是她的天性，也越来越懂得美。
记者刚见到她时，她还光着脚
丫、头发蓬乱，很快就自己找了
一双漂亮的凉鞋，头发也扎了
起来。洗完脸后还走到鲁守波
床前说了句悄悄话，“他让我给
她买搓脸的，之前她姑姑给她
买了一个找不到了。”鲁守波
说。

这个暑假，鲁春晓从不主
动出去玩，只是偶尔有邻居家
孩子过来找她时，她才出去玩
一会儿，但很快就回家。平时上
学她更是不出门，放学回家做
好饭，再写作业，忙完也得晚上
七八点钟，一收拾也该睡觉了。
没有手机，电视也已经坏了，只
有一台老式电脑，偶尔她打开
玩一会儿。她也比较调皮，衣服
上贴满了贴画，胳膊上还有刚
刚用画笔画上去的图案。

也许是年龄还小，也许是天
性乐观，从鲁春晓身上看不到生
活的压力，她一直笑嘻嘻的。

不馋吃，不馋穿，在鲁春晓
心里，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
有一辆电动轮椅，这样她就不
用每天都吃力地推着父亲，而
且父亲也可以走出家门到外边
看看。

鲁守波现在家里所有的收
入除了政府给的各种补助，就
是社会上一些了解情况的爱心
人士的帮助，“孩子的上学费用
已经全部免了，花钱也主要是
给我吃药治病。”鲁守波说，“感
觉挺对不起孩子，她太小了。”
谈到病情都没流泪，说起女儿，
鲁守波眼圈红了又红。

八岁，原本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年龄，可莒县小店镇杨家崮西村的鲁春晓
却过早地担起了生活的重任。父母离婚，而父亲又因意外高位截瘫。照顾父
亲的重任就落在了小姑娘身上，洗衣、做饭，给父亲按摩，帮着父亲锻炼，这
个八岁的孩子干着许多成年人都未曾干过的家务。不馋吃，不馋穿，只希望
能有个电动轮椅，这样她照顾父亲就简单些，父亲也能走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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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事的春晓在喂卧床的父亲吃水果。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刘涛 摄

等了38年，王少刚终于穿上儿子的学士服，也算圆了“大学梦”。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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