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7月31日 星期一A04 看点

编辑：马纯潇 组版：侯波

曾全班垫底的山村女娃考上浙大
一场变故让她立志走出大山，将来多挣钱让妈妈过上好日子

文/片 记者 郭健 李增浩

面对变故
他足够坚强

7月26日，张继冰正在家
中菜园里摘黄瓜，瘦
小的身躯在藤架中不
停穿梭。他家里四间
房屋，装着老式青绿
色木门，屋檐下摆了
几盆花草，“仰望”着
太阳，开着粉红色的
花朵。

进门后，能看出
来许多物品已经陪伴
他们多年，斑驳的墙
面上贴满了张继冰的
几十张奖状，紧挨堂
屋西墙的，是有着磨
损痕迹的沙发和桌
椅，堂屋房顶上的大
吊扇，一圈圈地转着。
张继冰睡的西屋，有
一张老旧木床，叠放
着整齐的夏凉被，木
床正对着的是一张陈
列满书本的小书桌。
这是张继冰生活了18
年的家。

张继冰以高考
658分的成绩被南开
大学录取，2023年的7
月24日，录取通知书
寄到了家中，这封沉
甸甸的通知书让这个
家庭重拾希望。

在张继冰上高
二那年，父亲突遭变
故离世，本就是单亲
家庭的张继冰此后
只能和年迈的奶奶相依为
命。而此时正是备考冲刺的
关键阶段，所有人都为张继
冰捏着一把汗。直到通知书
已送达的电话响起，所有为
张继冰担心的人才松了一
口气。

张继冰幼时，只有初中
学历的父亲一直督促他，一
步一步考入泰安一中。“我

爸爸对我学习抓得很紧，这
也成就了现在的我。”说起
离世的父亲，张继冰充满了
感激。

泰安一中的黄宁宁老师
带了张继冰三年，既是语文
老师也是陪伴了两年半的班

主任。在她带的班中，
张继冰不是成绩最好
的学生，却是刻苦努
力的典型。“他的性格
较为内向，在学校里
一般不主动找人聊
天，但有同学找他请
教问题，他都能够给
同学耐心讲解。”黄宁
宁说，家里发生变故
后，作为一个孩子他
不能改变什么，却做
到了足够的坚强。

将来要让奶奶
住楼房

张继冰身材偏
瘦，个子也不算高，面
对采访，声音很低沉。
提及父亲的离世，姑
姑和奶奶的眼睛里都
泛起了泪花，因为担
心奶奶身体，就终止
了这个话题。

张继冰的奶奶
今年77岁，身体也出
现了一些老年人常
见的病症，三高、耳
背、眼花。

“以前我和奶奶
相依为命，以后我要
好好学习，将来找个
喜欢的工作，挣了钱
让奶奶住上楼房。”这

是记者采访时，张继冰说的
唯一的心愿，这个不善言辞
的小伙子，心里挂念着的，还
是每到放假都会给自己做好
吃的的奶奶。

“听话，认学。”面对记者
的采访，奶奶有些耳背，朴实
无华的两个词是对孙子的最
高评价，她不怕孙子“飞”得
远，只想让孙子过得更好。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阿里公益发起的“正能量励志学子追梦计划”正在进行中。项目主要面向那些身处逆境却自强强不息，且在今年高考中取得优异
成绩的励志学子，为每人提供10000元助学奖学金，帮助他们在大学更好地学习和生活，来自沂源一中的胡耀芝和泰安一中的张继冰成为该计划的资助对
象。他们有着怎样的动人故事？且听本报记者为您讲述。

文/片 记者 巩悦悦
实习生 王瑞 张淑琴

“我要走出去”

从西里镇石炕子村到沂源县
城的这条路，沂源一中高考生胡
耀芝数不清走了多少遍，但每次
望向车窗外的连绵大山，她只有
一个信念：我要走出去。

7月22日，山东高考普通类常
规批第1次志愿录取结果公布。正
在济南打工赚学费的胡耀芝通过
手机查询到，自己被浙江大学社会
科学实验班（竺可桢学院人文社科
实验班）录取。这意味着，“走出去”
的梦想对她来说已经近在咫尺。

得知录取结果后，她特意请
了一天假，想和150公里外的妈
妈、弟弟共同分享这一喜悦。

之所以如此激动，是因为这
个结果实在来之不易。

四年前，爸爸因车祸去世，原
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雪上加
霜，只能靠妈妈一个人的劳动维
持生计。为让姐弟俩有个无忧无
虑的童年，这位坚强的母亲扛下
了所有。而现在随着胡耀芝高考
成绩的公布，这个遭受变故的家
庭终于见到了一缕曙光。

沿着弯弯绕绕的山路行驶了
40分钟后，车在一户农家小院前
停下。闻声第一个“飞”出门的是
读小学的弟弟，他一个箭步冲上
前，冲进姐姐怀里，“你啥时候走，
你啥时候走。”

一旁的妈妈卢芹慈爱地看着俩
孩子，“这是不舍得让他姐走哩。”

得知女儿被浙江大学录取，
卢芹眼角泛起了泪花，“孩子真不
容易，俺高兴。”

这位平时将生活苦水硬吞进
肚子里的母亲，也不再掩饰自己
的情绪。谈及女儿，她打开了话匣
子，“俺这孩子特别懂事，看到我
累就想搭把手。”在卢芹眼里，无
论种地还是做家务，这个年纪的
孩子都不该承担这些。“孩子她爸
一下子走了，这让孩子多吃了不

少苦。我不求孩子多么有出息，只
求她将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
有个幸福生活就够了。”

曾半夜在楼道刷题

妈妈的朴素心愿，对于胡耀
芝来说，肯定不会满足，她有着更
远大的梦想。她要成为“顶天立
地”的人，她要让妈妈和弟弟的生
活变得更好。

胡耀芝想的比同龄孩子要多
得多。这一切，也是源于初三那年
的变故。

上初三以前，她在父母的溺
爱下长大，虽然是农村孩子，但直
到上小学还没下过地，不知道果
园长啥样，学习成绩也一度在班
里倒数。父亲的去世让那个无忧
无虑的小女孩似乎一夜间长大
了。

父亲刚去世的那段日子，胡
耀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辗转思
考，“作为家里老大，我得有老大
的样。如果再像以前那样混日子，
可能会影响到我的家人，所以我
必须要有责任感，必须优秀！”

那时的胡耀芝正面临着中考
前的合格考试。原本定下“考过了
就行”的她，下决心“要考4个A”。她
回忆道，“那段时间，我经常占用睡
觉时间写作业，并把所有试卷都刷
了一遍。同学老师也帮我排除各种
障碍，让我能够专心学习，最终我
真在合格考中拿到了4个A。”

这是胡耀芝第一次做成功一
件事，学习不仅让她获得了知识，
还给她带来自豪感。从那以后，她
越来越热爱学习，并考入了当地
最好的高中——— 沂源一中。

升入高中后，胡耀芝没有忘
记“拯救家庭”的使命，学习上格
外拼，她甚至买来了补光灯半夜
戴脑门上学习，“我最晚能学到凌
晨三点，等舍友睡着之后，我会打
开宿舍门，在楼道里刷题。”

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熬夜学
习，胡耀芝感觉第二天的上课效
率大打折扣，因此她又逐渐恢复
了往日作息。在她看来，只有保证
休息，才能以更饱满的状态投入
到学习中来。

从刚入校时的班级第18名到
全班前两名，胡耀芝深知学习不
能用蛮力，要想做到极致就不能
有缺口。因此面对英语成绩不错

但化学总是“瘸腿”的现状，她尝
试用学英语的心态来学化学。等
到一模二模考试，她考出了610分
左右。三模共有七场考试，其中在
不加听力不赋分的前提下，她最
高考出了580分的高分，比全班第
二名高出50分。“高考成绩673分，
是我在所有考试中发挥最好的一
次，没有一科拖后腿，比平时多考
了60多分。”

拿到录取通知书后，胡耀芝
开始向往大学生活。她说她拿不
准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但她依
然会拿出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
学的劲头。

“努力挣钱给妈妈养老”

在胡耀芝眼中，妈妈很伟大，
撑起了整个家。

知道妈妈不容易，胡耀芝在
十五六岁的时候就学着妈妈的样
子下地干活。站在烈日下的她第
一次感受到了“面朝黄土背朝天”
是啥滋味，那时的她更坚定了信
念，“我一定要考上好大学。”

胡耀芝所在的小山村被大山环
绕，层峦叠嶂的群山，束缚着人们的
自由，同时又孕育着新的希望。

在胡耀芝看来，这片土地非
常宽厚，家乡的人也很宽厚。身边
的每一个人都是善良可爱的，这
片土地也是可爱的，“人要不忘来
时路才能走得长远，是这片土地
给了我扎根向上的力量，我非常
热爱这里。”

虽然热爱，但胡耀芝仍要走出
大山，因为她知道，只有学到了更
多本领，才有为家乡出力的资本。

为把自己送出大山，妈妈付
出最多。

在胡耀芝看来，妈妈的爱有
时候很“强势”，家里再困难也不
让自己和弟弟知道，“她就像困在
笼子里的一头猛兽，保护着我和
弟弟两个幼兽。她承受着生活巨
大的压迫，我时常见到她在晚上
哭泣，但她还是承受住了，我非常
感激她。”

“我努力学习是为让家人有
自由选择的权利，让他们想干什
么就干什么。”胡耀芝说，“我以后
会努力挣钱。不再让妈妈像现在
这样吃鱼老是吃鱼头，喝果汁只
肯喝瓶底剩下的。我希望妈妈身
体好一点，我要给她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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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村女孩胡耀芝离梦
想又近一步。近日，好消息
传来。这个曾在全班垫底
的女孩，在高考中取得了
673分的好成绩，被浙江大
学录取,实现了完美逆袭。

实现逆袭的原动力来
源于初三那年的一场变
故。爸爸突然去世，原本幸
福的小家笼罩上阴霾，生
活重担落在妈妈肩上。目
睹妈妈在深夜里偷偷抹泪
后，胡耀芝下定决心要“挽
救家庭于水火”。

近日，泰安一中的张继冰收到了南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对
于他来说，当然是高兴，但是也有点放心不下自己77岁的奶奶。
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这对相依为命的祖孙就将暂时分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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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通知书的日子里，张继冰在自家菜园里劳作。

胡耀芝和她的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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