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晨六点，18 岁的夏家俊
已站在村口公交站牌下，等待
着前往青田县船寮镇的车。

这位刚结束高考的少年，
并没有享受轻松的假期。他只
有一个简单的目标——打工攒
学费，为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
做准备。

这份远超年龄的沉稳与坚
韧，源自他的成长环境。夏家俊
读小学时，母亲罹患肾衰竭，常
年需要服药休养，无法从事体力
劳动。全家人的开销和母亲的
医药费，全靠父亲一人苦苦支
撑。几年前父亲经营的养猪场
亏损，不仅耗尽积蓄，还欠下十
几万元外债，让本已拮据的家庭
雪上加霜。

为了减轻家庭的重担，夏
家俊的两个姐姐职高毕业后便
赴温州，边学美甲边打工谋生，
除了长假和春节，鲜少回家。
父亲则在一家农场务工，每月
收入仅 3000元左右。“工作很辛
苦，爸爸几乎住在山上，一周才
回来一次。山上信号差，常常
联系不到他。”夏家俊说。母亲
谈起儿子时，笑容里满是骄傲：

“他一直是个懂事的孩子，也很
有主见，自己的事都是自己做
决定。学习上也不用我们操
心，全靠他自觉。”

深知家中不易的夏家俊，
在生活中非常节俭。在校期
间，除了必要的伙食费，几乎没
有其他开支。每月 600 元的饭
卡，“有时不够用，就少吃点，扛
过去”。父母的辛劳，夏家俊看
在眼里、记在心上，沉甸甸的责
任感，成为他在学习中不懈努
力的动力之源。高中三年，他

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学校离
家远，有时因为周末放学晚了
没赶上末班车，他就干脆留校
自习，“省钱，也省时间，还能多
刷题”。

物理和技术是他最喜欢的
科目。“我喜欢迎接挑战。每次
解开难题，都很有成就感。”他
对编程也充满了兴趣，虽然眼
下只学了一些基础知识，但他
会在家试着写一些小程序，“程
序语言里有逻辑的美感，很让
我着迷。”

紧张学习之余，打篮球、打
网球都是夏家俊喜欢的放松方
式。“压力特别大的时候，运动
一会儿出身汗，人就放松下来
了。”看书则是促使他思考的另
一种解压方式，也让他有着超
越同龄人的深度和广度，“高三
时，我最爱读尼采的《查拉图斯
特拉如是说》，一天看十几页。
越是‘烧脑’的书，读起来越痛
快。”

在夏家俊的房间里，半人
高的练习册堆满了书架，床边
有一台尚未拆封的崭新键盘格
外醒目。“这是我攒了三年奖学
金买的。我一直想学编曲，网
上的免费教程已经找齐了，等
有空就开始学。”他说。

得知自己被宁波大学电子
信息类专业录取时，夏家俊难
掩喜悦。“这是我的新起点。”这
个早熟的少年从不怀疑，努力
才是开启未来的唯一钥匙，而
这一刻，他成功站在了通往梦
想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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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热的夏日午后，聒噪的
蝉鸣不绝于耳。季宝凤站在路
边，顶着烈日张望，见记者一行
走近，远远便笑着招手。

“我家不好找。”跟随她的
脚步，我们走过一段长长的台
阶，来到了一幢简陋的出租房
前。狭窄的楼梯间里，住着一
家五口。

进门不到 20平方米的空间
里，摆着两张旧木床、一个简易
衣柜和一张磨得发亮的方桌。
这是宝凤与刚毕业的姐姐、正
在读高一的妹妹共用的所有家
当。小小的阳台勉强能容一人
通行，隔壁那间更狭小的房间，
是父母的卧室兼餐厅。盛夏酷
暑，仅靠一台摇头电风扇，根本
无法驱散满屋的闷热。

宝凤家曾多次搬迁。“小学
五 六 年 级 时 ，我 们 搬 到 了 这
里。”宝凤说，这里离学校近，租
金 也 便 宜 ，“ 一 个 月 只 要 625
元。”在她更早的记忆中，居住
条件更为艰苦：从家乡到县城，
一家人起初租住在上店街的民
房，后来房屋被鉴定为危房，他
们被迫搬进潮湿的地下室，几
经波折，才得以在此安顿。

生活的重担，压得一家人喘
不过气。父亲曾在县城当木工，
收入一直不稳定，去年 3月又突
发中风，右半身偏瘫，右手完全
失去力气，再也无法从事重体力
劳动。“顶梁柱”倒下了，养家的
重担只能由母亲一肩承担。

“妈妈是食堂的洗碗工，很
辛苦。”宝凤说，母亲利用一切
空闲时间打零工，为的是每月
多挣 400元，供三姐妹读书。但
生活的磨难没有让宝凤自怨自
艾，反而让她早早独立自强。
学习之余，她总是主动承担家
务，洗衣服、扫地，尽力为母亲
分忧。

进入高三后，宝凤感到了

时间的紧迫，大幅度提升了学
习强度和密度。她开始更加专
注于弱势科目，制定详细的学
习 计 划 ，争 分 夺 秒 地 投 入 其
中。今年高考，她获得了 633分
的好成绩，“语文和数学属于超
常发挥，但英语和生物的成绩
没达到预期。总体还算满意。”
她告诉记者。

数学曾是她最大的难关。
高一高二时，成绩常在 90到 100
分之间徘徊。“我不信自己学不
好！”这股不服输的劲头支撑着
她投入题海战术，针对薄弱环
节密集刷题巩固知识，每道错
题的更正流程都工整地抄在本
子上，反复批注、演算、重做，厚
厚的错题本积累了好几册。高
三那年，她宿舍的灯总是亮到
深夜，草稿纸写满了，翻过来继
续用，直到彻底吃透基础题、攻
克难题才罢休。正是这种锲而
不舍的“死磕”精神，让她最终
在高考中取得了数学 116 分的
突破。

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宝凤
最爱打羽毛球：“有时做题做得
烦了，就和同学聊聊天，笑一笑
也能舒缓情绪。实在排解不
了，就去痛快打场羽毛球，出一
身汗，心情也会好很多。”

这个夏天，宝凤的姐姐大
学毕业，正在求职路上奔波，而
宝凤也找了一份暑期工。“7 月
底开始上班，虽然工资不高，但
能为家里减轻一点负担。”现
在，宝凤收到了录取消息，她被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集成电路设
计与集成系统专业录取。“我想
学门实实在在的技术，早点挣
钱养家。如果有机会，我会继
续深造，很想看看外面更广阔
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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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宝凤

做手工活挣钱做手工活挣钱

做家务

夏家俊和妈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