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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拉着隋刚的手，小天英自豪地告诉她的同学：

“我的山东哥哥来看我了”

虽然出生在一个比较贫
穷的家庭，但是今年刚刚 16
岁的苗族女孩万天英，对生活
充满了信心。懂得知恩图报的
她，在隋刚来看望自己时说：
“等我长大后，也会像现在隋
刚哥哥对我一样地去帮助那
些贫困的人。”

小天英升入初中以来，吴
通顺老师就一直是小天英的
班主任。他对小天英的学习和
生活情况都非常了解，吴通顺
告诉记者，小天英学习一直非
常刻苦，经常放了学后，还留
在教室里复习老师讲过的功
课。但是，她的家庭情况比较
贫困，生活上的压力影响了她
的学习，所以她在班级里的学
习成绩排名中等。
“小天英的生活经历真的

很坎坷。”方召中学的副校长
张东说，小天英家所在的方召
乡地处大山深处，是一个以苗
族居民为主的地方。长期以
来，那里生活条件比较落后。
除了很少一些居民外出打工
挣钱以外，多数人生活都很贫
困。小天英就是在这样的生活
环境下长大的。而不幸的是，
她的父亲在外出打工时身亡，
家里全靠她的母亲一人支撑。

知道自己的母亲很不容
易，小天英在生活中也是能节
约便不多花一分钱。记者了解
到，从位于台江县城的方召中
学到方召乡大约 20公里，如
果乘坐公共汽车，车费需要
13块钱，而小天英周末放学
后，经常是自己走着回家。

本报特派记者 寇润涛

本报台江5月 12日讯（特
派记者 寇润涛）“哥哥，你
这么快就来了。”5月12日上
午 10点半，万天英在学校见
到她的“山东哥哥”隋刚时，眼
里闪着激动的泪花。

10点半，一走进方召中
学的校门，隋刚松了一口气，
笑着说：“昨晚一夜未合眼，
11日晚上9点从济南上飞机
后，路上的13个小时，我常想
象到这里会是什么情景，现
在终于到了，感觉去年我来
这里，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
情，眼前的一切都是那么熟
悉。”

这时小天英的班主任吴
通顺正在教学楼下等隋刚。吴
通顺告诉隋刚，小天英正在
教室里考试。于是，吴通顺
带着隋刚先来到副校长张东
的办公室。大约十分钟后，一
位扎着马尾辫的小姑娘跑了
进来，眼睛里闪着泪花，脸上
露出腼腆的笑容：“哥哥，你这
么快就来了！”

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
就是万天英。小天英告诉记
者，她很想见见隋刚哥哥，没
想到他这么快就来了。“我
们的课桌去年还是旧的，今
年都换新的了，我带哥哥去
看看。”拉着隋刚的手，小
天英带着隋刚在学校和教室
里四处转着，她还自豪地告
诉她的同学们：“我的山东哥
哥来看我了。”

在小天英每天上课的教
室里，小天英拿出自己最近的
作业本，向隋刚汇报她最近的
学习情况。看着作业本上一个
又一个的“优”字，隋刚拍了拍
小天英的头说：“不错，哥哥也
经常听吴老师夸你学习刻苦，
不过你还得继续努力，哥哥会
继续支持你！”

说起给齐鲁晚报写信想
知道隋刚工作单位地址的事
情，小天英表示是想给哥哥的
工作单位寄一封表扬信。隋刚
对小天英说：“只要你在学校
里好好学习，就是对哥哥最大
的表扬。”

考虑到小天英当天下午
还要继续考试，隋刚没有过
多停留，上午11点半，他在
校园里与小天英道别，准备
再去小天英所在的巫交脚村
看看。而小天英抱着这位好
心的“山东哥哥”，久久不
愿离开……

本报济南5月 12日讯（记者
杜洪雷） 本报“寻找‘山东哥哥’”
报道引起了广泛关注。12日，众多
读者打来热线赞扬隋刚和“天使老
人”的爱心之举，纷纷表示要参与
其中，资助贵州的小天英们。

上午9时许，读者蔡先生打来
电话表达对“天使老人”的敬佩，
“虽不知道老人姓甚名谁，但是‘天
使老人’这一称号，足以诠释人们
对这位老人的爱戴，希望记者能够
代表所有读者向这位老人表达敬
意！”“从‘山东哥哥’到‘天使老
人’，让我们深深感受到爱的力量，
让我们的手牵得更紧，心贴得更

近。”读者杨岩刚动情地说。
受隋刚和“天使老人”爱心之

举的感召，更多读者表示要为贵州
的贫困学生献出自己的一分力量。
4 1岁的孔维琳曾经是位下岗工
人，后来干个体富裕起来。“你们给
我找一个困难的学生，我尽自己的
能力帮助他。”孔维琳表示。
“一定让我资助一个贵州贫困

生。”上午10时许，东营的王明亮
打进热线急切地说道。50岁的王
明亮是东营的一位个体户，他说：
“一个靠工资生活的年轻人能够坚
持5年资助贵州的贫困生真的不
容易”。“咱们少喝点酒少抽包烟，

就能让贵州的孩子上学，这是多么
大的善举。你一定要帮帮忙，给我
联系一两个贵州的贫困生。我准备
每个月给他们寄几百块钱，让他们
能完成学业。”
“真的很佩服隋刚和‘天使老

人’，我也想参与进来。”章丘的于
仁峰准备一对一地帮助一个贵州
的贫困生，资助他念完大学。

12日，十多位读者打进本报
热线要求资助贵州的小天英们。目
前，本报记者正在小天英的家乡，通
过当地教育部门寻找需要资助的贫
困生，并将于近期在本报刊登名
单，读者可以一对一帮助他们。

12日，在台江民族中学读高
一的万雪晶得知隋刚来台江的消
息后，也赶到方召中学见隋刚。今
年18岁的万雪晶也是隋刚一直资
助的贫困学生。万雪晶还陪着隋
刚来到巫交脚村，看看她和万天
英的家，家里没人，大人都外出务
工了。

从方召中学到巫交脚村，在亲
眼看到两个资助的学生家庭情况
后，回到宾馆的隋刚不再像上午见
到小天英那样兴奋，表情也变得严
肃起来。沉默了许久，他向记者讲

述了自己的感受。
隋刚说，此行再次见到小天

英、小雪晶等这些受他资助的孩
子，隋刚感觉自己十分幸福。但当
他踏上巫交脚村后，他觉得自己的
力量实在太小了。隋刚表示，自己
每月寄给这些孩子的钱不多，30
元、50元、100元的资助款只能帮
孩子缓解一下眼下的困难。

隋刚说，正是这种贫困的生
活，父母的辛劳，让孩子们无法安
心或专心读书。因为家里还是要靠
劳动力吃饭，每个孩子只要到了能

干活的年龄，就要帮家长分担家务
或参加生产劳动。女的织布、绣花、
喂猪，男的砍柴、种稻、放牛……很
多学生过了义务教育阶段就不再
考高中了，因为上高中花费会大大
增加。

通过走访和学校的介绍，隋刚
也了解到，还有很多像小天英一样
的贫困生需要资助。隋刚表示，仅
靠他一个人的微薄力量，根本无法
帮助这么多贫困学生，孩子们需要
更多的“山东哥哥”。

本报特派记者 寇润涛

万天英：

长大了，

我也要帮助别人

如果您身边也有像隋刚
一样的“山东哥哥”，那么请告
诉我们，如果您有意资助贫困
学子求学，也请联系我们。把
您的故事和想法告诉我们，我
们将会为您搭建起沟通的桥
梁！您的一次援手将改变一位
学生的命运！本报热线：96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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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哥哥”和“天使老人”爱心之举引起读者共鸣

“我也想资助一名贵州小天英”

隋刚：

孩子们需要更多的“山东哥哥”

12日，在方召中学的教室里，小天英在向她的“山东哥哥”隋刚汇报学习情况。 本报特派记者 寇润涛 摄

看到小天英的家，隋刚说
自己心里很不是滋味。

寇润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