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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城事·重点

阅读提示

考上浙大后，表哥为他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机和一双600元的鞋子，收到礼
物的金涛嘴里不停地念叨：“太贵了，太贵了，600元不知道能买多少双鞋子了。”

□ 记者 杨潇 通讯员 蓝伟杰

8月 2日，记者从莲都区残联获悉，视力四级

残疾人金涛收到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高考以

660分被浙江大学理科试验班录取。

这个 18岁的小伙子，刚出生不久就被查出了

先天性的视力不良问题。然而，视力障碍阻挡不

了他对知识的渴望，生活艰辛没有磨灭理想的火

花，他比普通孩子付出更多的努力，最终迈入了

心仪的大学。

最怕的事情是不让他读书

2004年 8月，金涛出生在莲都区峰源乡。刚

出生不久，他就被查出了先天性的视力不良问

题。经过就医，视力还是不能完全恢复，金涛眼

中的世界总是模糊的，只能佩戴特殊的视力矫正

眼镜才能看清，但在强光环境中，视力还是很受

影响。

“戴上矫正眼镜后，像看书这种近距离的阅

读影响不大，但是在上课时影响就比较大了。”金

涛告诉记者，即使自己很努力去看，也总是看不

清黑板上的字。好在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对他

十分关照，将他的座位调至前排，他才能正常上

课和学习。

虽然视力问题确实给金涛的生活带来很多

不便，但他从小到大学习都非常认真，成绩一直

很不错。因为成绩优异，就读丽水中学时期，学

校还为他减免了部分学费。“最怕不让我读书，记

得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有次听到爸妈说学费太

贵了，我还以为不让我上学了，为了这个事情，我

还偷偷哭了好几次。”金涛笑着说。

金涛的成功并不是一蹴而就。他的父亲金

邦亮告诉记者，金涛读高中时都是在学校住宿，

为了备战高考，争取更多的复习时间，他一年回

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每天 6点起床，到教室背诵

古诗和英语单词，晚自习结束后，还和寝室同学

一起复习到深夜 11点才睡下。看着儿子如此用

功，金邦亮心疼得不知所措，只好在市场买来鸽

子，炖好后送到学校门口，给儿子补补身体。

收到浙江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金涛为自己

感到欣喜的同时，并没有对学习产生懈怠。高考

结束后的假期，他坚持每天背诵英语单词，阅读

一篇英文文章。“进入大学后，肯定很快就要考英

语四六级，我必须利用好现在的时间提前学习。”

对于未来的学习生活，金涛有着清晰明确的目

标，他要备考清北的研究生，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总说“饭吃饱有书读就好”

金涛的父亲金邦亮年轻时因车祸受伤，被认

定为肢体四级残疾，目前在一家福利厂做工，每

个月的工资只有 1600元，一直以来家里的生活都

比较拮据。

在丽水中学读书时，除了必要的开销，金涛

便不再向家里索要其他的零花钱，“给他 100元、

50 元，他都不会要，但是给他 10 元、5 元他会收

着，一般留着买书本和文具。”金邦亮说，“涛涛从

小就很懂事，从不乱花钱，也不在意吃和穿，总是

和我们说饭吃饱有书读就行了。”

从初中开始，金涛就养成了阅读课外书的好

习惯。周末，他常常一个人跑去书屋或者新华书

店看书，一看就是半天，但是他不舍得花钱把书

买下来。前段时间金涛来市区办事，看着饭馆十

几元一碗的馄饨，他觉得心疼，宁可饿着肚子，接

近下午 3点才回家吃了午饭。

“涛涛的一双鞋子穿了不知道有几年了，鞋

底都快磨破了，也不让我给他买新的。一次放假

回家，他老妈帮他刷刷干净，晒在阳台，我看到眼

泪都流下来了。”面对如此懂事的儿子，金邦亮既

欣慰又心酸。

看到金涛考上了浙江大学，全家人都为他感

到高兴。金涛的表哥为他买了人生中第一部手

机和一双 600元的鞋子，收到礼物的金涛嘴里不

停地念叨：“太贵了，太贵了，600元不知道能买多

少双鞋子了。”

后来，家人又带他来到了水果店，让他挑选

一些喜欢吃的水果，金涛看着店内 10 几元一斤

的水果，再次望而却步。“我们没能力给他富足的

生活，对他的关心还不够，也许他出生在其他的

家庭，成绩会比现在更好。”金邦亮说话间流下了

泪水。

而面对父亲的愧疚，金涛却说：“谢谢爸爸妈

妈含辛茹苦把我培养成人，我对现在的生活非常

满足。”

视力障碍阻挡不了他对知识的渴望，生活艰辛没有磨灭理想的火花，莲都小伙金涛：

生活送残缺之“吻”他报努力之“歌”

□ 记者 俞文斌 实习生 阮晓倩
通讯员 吴梦飞

眼下，正值草菇生长的高峰时节。在庆

元县淤上乡石坝村，草菇种植大户杨盛兰正

忙着采摘草菇，并以每斤 20—30元的市场价

售出，这也成为她增收致富的重要渠道。

在杨盛兰种植草菇的农舍门前，垒了好

几堆作为原料的草垛。掀开农舍门口的棚

膜，阵阵热气扑面而来，在菌床架上摆满了

一团团浸过水的秸秆。杨盛兰说，草菇一般

采用室内栽培的方式进行栽培，因为草菇的

生长环境需要较高的温度，而且秸秆要经过

水蒸气消毒，所以环境比较闷。

进入农舍，杨盛兰便忙活起来，开始采

收长成的草菇，不一会儿便满身大汗。她告

诉记者，稻杆上面一个个白色小点就是草

菇，一般撒上菌种 10天后便会出菇，15天可

以采收，成熟周期非常短。

“草菇之所以受欢迎，主要在于‘鲜’，因

此，草菇一般是当天采摘当天就销售一空，

有时候甚至供不应求。”杨盛兰告诉记者，她

今年共栽培了 18个棚的草菇，目前的批发价

是 23元/斤左右，遇上生产旺季，一天能卖出

100多斤草菇，收入有 2000多元。

做草菇的重要原料便是秸秆。每年割

稻谷时，杨盛兰都会把秸秆堆起来发酵，等

到 5月份的时候拿来做草菇，“稻谷打了，秸

秆不拿来利用也是浪费，我们拿来种草菇还

可以增加一份收入。”

草菇采摘结束后，杨盛兰将要做香菇和

木耳，“去年做草菇、香菇、木耳，大概有 20
万元左右。”

据了解，“林菇共育”是千百年来庆元菇

民合理利用森林资源发展食用菌产业的模

式，创造和发展了以“林菇共育”技术为核心

的森林保育、菌菇栽培、农业生产有机融合

的山地农林复合生产系统。昔日被农民烧

掉的废稻草，如今变成了农民增收的“金

草”。

一天能卖2000多元

庆元夫妇
在家门口“点草成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