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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到叶海涛时，他正在姑姑的家具店里
忙碌。拆卸、钻孔、拧螺丝，动作娴熟，一气呵
成。夏日午后的天气闷热，汗水顺着他的脸
颊淌下，却丝毫不影响他的专注。

见我们进门，叶海涛麻利地端来几把椅
子，招呼大家落座，自己则随便找了张矮几坐
下，眉眼间多了几分拘谨。

对叶海涛而言，“妈妈”像是一个陌生的
词。在他七个月大时，父母离异，他从此再没
见过母亲。父亲常年在外地打零工，鲜少回
家。是姑姑将他从爷爷奶奶身边接回自己家
中，一手抚养长大。

姑姑就是他的“妈妈”。从小到大，生活
中的每一件大小事务，都是姑姑在操持。学
校留的家长联系方式，也是姑姑的电话。姑
姑的儿子比海涛大 5 岁，兄弟俩从小一起学
习，一起生活，亲密无间。

小学时，爷爷奶奶为减轻女儿负担，曾把
海涛接回老家照顾过一阵子。但在一次接送
途中，爷爷不慎跌倒，卧床休养了很久，海涛
便又回到了姑姑家，此后再也没离开。

海涛的爷爷患有肺气肿，这是一种严重
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每次发病都需要住院
治疗。近些年，爷爷发病的频率越来越高，今
年高考结束后没多久，爷爷又一次住进了医
院。

爷爷住院半个多月了，懂事的海涛承担

起了送餐的任务。“爷爷的饭得按医嘱做。”海
涛说，每次他都亲眼看着爷爷把饭菜吃完，才
会安心离开。

街坊邻里眼中的海涛，是个善解人意的
孩子。“见到我们，这孩子总是远远地就打招
呼，很乖巧。”邻居奶奶叶思女看着海涛长大，
在她印象中，这个男孩几乎没有干过调皮捣
蛋的事。

“海涛的成绩一直保持得很稳定，他也自
觉，做作业完全不需要督促。”姑姑说，这么多

年来，她从没因为学业的事为海涛操过心。
数学是海涛最喜欢的科目。他有自己的

一套学习方法：“记住公式，多做题，最后总结
规律。”然而，这次高考，数学成绩出乎他的预
料，“和平时模拟考的成绩有差距，我也蒙
了。”不过，海涛很快就调整了心态，“语文和
英语考得不错，尤其是英语，比平时发挥得更
好。”

高考后，海涛依然时常抱着课本做笔
记。“过几天，我就要给邻居家的学弟做数学

辅导了，得提前做好准备。”这是他给自己找
的暑期家教兼职。

“等领到‘薪水’，我想给姑姑买一束花。”
在采访即将结束时，海涛悄悄向记者透露了
他的打算。

海涛对未来有期待，也有计划。“读大学
之后，我会利用课余时间做兼职，自食其力。”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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挣到第一笔钱，他想送姑姑一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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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阳县西屏街道铺门佳苑社区的一间
朴素民房里，我们初次见到包舒琪。她文静
秀气，语调含蓄，带着浅浅的笑容，宛如一朵
静静绽放的山茶花。

2016年，包舒琪和姐姐随父母离开大山，
搬到了如今居住的安置小区。40多平方米的
房子狭小、格局不规整，却承载着一家人辛劳
的汗水和梦想。为了尽早偿还家中的债务，
母亲将一楼一小块客厅隔出，开设了理发室；
父亲则置办了一辆轻型小货车，日复一日，早
出晚归地跑运输。

日子虽然清贫，却也充满希望。在县城
入学后，包舒琪加倍努力学习，2022年中考，
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松阳一中。

然而，意外不期而至。2023年暑假，包舒
琪像往常一样醒来，却发现母亲不在家中。
拨通母亲的电话时，她听到的消息像晴天霹
雳：父亲凌晨在山间行车时发生意外，永远地
离开了她们。

暑假过后，包舒琪将读高二，姐姐也将赴
福建农林大学读研，家里家外正是用钱的时
候。原本勉强维持收支平衡的家庭，失去经
济支柱，很快陷入困境。

擦干眼泪，生活还要继续。协助妈妈处
理完父亲的后事，包舒琪回到学校，全身心投
入学习中，“这样，我就没有时间陷在痛苦里
了。”她用这种方式缓解对父亲的思念。

母亲则一如既往地坚强。她在理发室一
侧的角落里，摆上了一台缝纫机，在没有顾客
的时候，接一些改裤脚、修拉链之类的活计补
贴家用。包舒琪常看见母亲在夜深人静时，
还在台灯下忙碌，错过了饭点，依旧埋头赶
工。“家里还欠着 30多万元的外债，两个孩子
的学费也得开支。”提到家庭困境时，包妈妈

的声音里掩不住哽咽，“不敢闲下来，可单靠
理发店的收入，哪够用啊。”

母亲的辛苦付出，包舒琪默默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周末时，她总会提前回家，“这样
可以多陪陪妈妈，也能帮忙分担家务。”此外，
她还有一个想法：“我想让家里的饭菜丰盛一
些,让妈妈吃得好一点。”细心的她早已注意
到，只有自己或姐姐在家时，妈妈才会特意多
做几道菜。

这次高考，包舒琪总分 610 分。这个成
绩，在包妈妈看来多少有些遗憾，“没有达到
她平时模拟考的水平。”

包舒琪也有些自责，觉得自己没有发挥
出最佳水平。她感到愧对父母和老师。虽然
没直说，但姐姐看在眼里，特地从学校赶回
来，为她提供志愿填报的建议：“考完就结束
了，最重要的永远是现在和未来。”

理发室的桌上，有一本翻得微微卷边的
《2025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包舒琪在上面
圈出了自己理想中的学校。浙工大、浙理工、
浙农林……她将大部分志愿填在浙江省内，

“这样回家方便，妈妈也能更安心”。
这个暑假，包舒琪打算在家陪伴母亲，多

帮忙干活。她知道，上了大学后，自己和母亲

朝夕相处的时光会越来越少。
含蓄内敛的外表下，是一颗细腻体贴的

心。她通过线上教程学习烹饪，放下课本，拿起
锅铲，为母亲做一日三餐。每天早上，她都会抢
在妈妈起床前，来到楼梯转角下的简易厨房烧
饭炒菜，“妈妈太辛苦了，我得好好照顾她”。

虽然录取结果还未揭晓，但包舒琪已经
提前做起了规划：“我打算在大学里找份兼
职，尽量减轻妈妈的负担。”她的语调平静，却
带有一种从生活磨砺中汲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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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花女孩”，从生活的风雨中汲取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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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高考圆满结束，莘莘学子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然而，部分家庭经济困难的优秀学子，面对梦寐以求的大学录取
通知书，却因学费问题陷入焦虑。为缓解他们的燃眉之急，由丽水市关工委、市新闻传媒中心携手打造的“处州青荷·助你上
大学”公益活动再度扬帆起航。

7月，市新闻传媒中心红色帮帮团记者陆续走访丽水九县（市、区），探访那些身处逆境却自强不息、品学兼优的学子，讲
述他们在困境中奋发向上、追求梦想的故事，展现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今日起推出的2025“处州青荷·助你上大学”系列报
道，致力于为寒门学子点亮前行的灯，照亮他们未来的路。

爱心汇聚，方能成就梦想。我们诚挚地邀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手，通过拨打丽水市关工委电话结对资助，帮助身
处困境的学子迎接属于他们的光明未来。

自2023年启动以来，“处州青荷·助你上大学”活动累计募集善款149.1万元，成功结对帮扶96名困难学子，彰显了社会的
温情，也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丽水市关工委系统大学新生助学活动咨询电话：丽水市：2091890；莲都区：2027619；龙泉市：7262350；青田县：6823872；云
和县：5123971；庆元县：6127819；缙云县：3017186；遂昌县：8528253；松阳县：8064764；景宁县：5625396；丽水经开区：2635663。

让每个孩子都沐浴阳光

处州青荷

主办单位：丽水市关工委、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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