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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莺

姐姐始终觉得对弟弟有愧疚

阮卓宁的个子很高，是个内向不善言语的男生，和姐姐长得挺

像。

姐弟俩每次回老家都会去看看老房子，房子只有两层，厨房里还

是老底子的柴火土灶，是他们父亲在时修建的。

姐姐说：“当时妈妈正好怀了弟弟，爸爸就说要造个房子，以后人

多了住起来也宽敞。”谁知道，房子修好才 5 年，阮爸爸就过世了，接

着没过几年妈妈也走了，现在老房子已经空了好多年，有些木头家具

都被虫蛀了，房子也没法住，每次姐弟俩回家扫墓，都是住在同村的

舅婆家。

对于阮卓宁而言，比他大了15岁的姐姐，其实更像妈妈，“我

四年级时妈妈就走了，之后都是姐姐管我的，她对我挺好的。”

不过姐姐却觉得对弟弟有很多愧疚的地方，比如关于老

家的回忆，“在这里，我享受过父母独一无二的宠爱，可惜弟弟

都没有享受过。”

她也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辜负父母，照顾好了弟弟。

“大学刚毕业，我妈就生病了，我一年没有找工作，照顾我妈，

管我弟，然后把我妈送走。”姐姐说，那几年家里乱，她大概对弟弟有

点凶，直到弟弟初中时有老师善意地提醒，才让她看到了问题：“家长

会时，老师都说弟弟很聪明，让我多鼓励他，不能老是批评他。”

阮姐姐还记得，曾经有一次弟弟没交作业，老师喊了家长，她去学

校时发现弟弟特别怕她，“我第一次反省，我是不是对弟弟太凶了。”

不记得姐姐“凶”，只担心辜负了她

阮卓宁觉得姐姐想得太多了，他真不太记得姐姐的“凶”。他只

怕自己考得不好，辜负了姐姐。

“我应该不算是传统意义上努力的学生。”阮卓宁说，他喜欢解难

题，喜欢解出题的成就感，“但我高二时发现这样的学习方法有问题，

基础很不扎实，后面再来补基础，有点补不上了，所以到最后高考成

绩没能有质的飞跃。”

阮卓宁说，他作为过来人，也想用自己的经历提醒正在为高考奋

斗的学弟学妹们：“好好打基础最重要，会的题千万别做错！”

其实对于这次填志愿，姐弟俩目标挺一致的，就是选计算机

相关专业，最重要的是弟弟喜欢，“我读大学的时候选专业和学

校比较随意，也有为了省钱的原因。但是这么多年我自己的经

历，让我觉得选好专业还是很重要的，否则未来工作再换方向，

就吃力了。”

整个暑假，除了偶尔去打临工赚点生活费，阮卓宁最喜欢的还是

对着买来的各种计算机书籍预习和实践，“在自学 C 语言，还有其他

入门的计算机语言，然后自己试着做些小程序。”他很喜欢程序按照

设定运行的感觉。

阮卓宁想告诉姐姐，“我长大了，正努力向着未来出发。姐姐，你

不要对我有愧疚感，也不用总是担心我。你爱跑步，爱马拉松，现在

你也可以用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追自己的梦。”

桐庐新合乡，东邻绍兴市诸暨市，南接

金华市浦江县，处于山区深处。这里是革命

老区，最有名的特产是新合索面。

这次来申请中天·钱报助学的桐庐学

子阮卓宁就出生在这里。

我们去采访时，他和姐姐正好回家办助

学贷款，从杭州市区回老家，地铁换乘高铁，再

换公交车，需要半天时间。

关于老家，阮卓宁的记忆已经很淡了。他小学没毕业，

父母就相继离世，四年级跟着姐姐来到了桐庐县城生活，每次回老家

几乎都是给父母扫墓。这次他考取了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工程学

院，一年学费将近3万元。抚养他长大的姐姐说：“学费是贵一些，但学

计算机是他喜欢的，无论贷款或借钱，再苦都得让他好好读书。”

小学没毕业父母相继离世

大15岁的姐姐一手将他带大

姐姐，我长大了
你放心地追梦吧

13年前一场变故，家里换了“顶梁柱”

2010 年，郑玉忻的父亲郑十五查出脑血管瘤，做了开颅手

术。那年郑玉忻5岁。12万元，家里的全部积蓄，一下子全没了。

家里的新房，2007年就打好了地基，突如其来的病，让盖房一

拖再拖。2013年，东借西凑后，郑玉忻家终于盖起了三层小楼，墙

上简单抹了层白灰就搬进去了，没添一件新家具。

“孩子也跟着吃苦。”郑十五叹了口气说，邻居家孩子都有零用

钱，郑玉忻没有，但他从来没有眼红过。“有一次，给了他五块钱，谁

知过了几天他一分不少地还给我。”

父亲需要照顾，母亲不能出远门，家里主要收入来自母亲帮着

村里人干活，还有家里种的100多棵胡柚树，每年可以给家里带来

近1万元的收入。

虽然郑十五不能干重活，但是对郑玉忻的学习抓得很紧。他

从收纳柜里拿出一沓郑玉忻中学以来拿的奖状：“闪亮学生”“五好

学生”⋯⋯脸上写满骄傲。

2021年，郑十五不幸中风，很长一段时间半身瘫痪，生活不能

自理。“父亲第一次生病我还小，没有概念；这次生病，我心

里的内疚感真的很难用语言描述。”郑玉忻说，突然意

识到其实自己也是家里的顶梁柱了。

也是从那时开始，他理解了“知识改变命运”，自

己能做的就是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将来给家人带

来更好的生活。从此，每天五点半他就起床学习。原

本英语是弱项，后来成绩稳定在班级前十。

郑玉忻很喜欢看书，但家里经济条件有限，他就把

看课本当看课外书。他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说解开一道难

题就像翻过一座大山，让人很有成就感。

暑期挣到第一笔生活费，生活总会越来越好

6 月 29 日，郑玉忻填报完志愿就开始琢磨着去打暑假工，后

来在县城一家奶茶店当店员。每天从中午 12 点忙到晚上 10

点，煮茶、打甜筒、清理工作台、洗茶桶⋯⋯这个细心勤劳

的大男孩把每道工序做得得心应手。

“一天 90 元，前几天刚领到第一笔工资，有 2000

多元呢。”郑玉忻很开心，一分都舍不得花。他说这笔

工资就是他为日后上大学攒的生活费，再努力一把，

第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就没问题了。

也是这段并不轻松的打工生活让他意识到，高学

历才能换来更好的工作、更高的工资。“我要是考得再好

一点就好了。”563 分，一个不算低的成绩，但郑玉忻还是

有些懊恼，因为首考太紧张，在最拿手的数学上失了手。

郑玉忻心里已经有了好多小目标：“大学要好好学习，勤工俭

学挣奖学金，考研时再打个翻身仗。”郑玉忻说，毕业后想回常山当

老师。“老师这个职业很神圣，又有寒暑假，可以照顾爸妈。”

“孩子上了大学，我们就放心了，钱的事也不用操心。”郑十五

说，前几天已经接到学校的电话，告知他们可以申请无息助学贷

款，“中天·钱报”的助学金也完成了审批，同时青石镇妇联也在帮

他们家申请助学金。

“妈妈是家里最辛苦的，她年纪也大了，等我挣钱了给她买补

品。”郑玉忻的话语里一半透着对家人的爱，一半透着青春的阳光

和可爱。

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

将来才能给家人带来更好的生活

阳光男孩
毕业后想站上讲台

本报记者 赵璐洁 通讯员 余婧晖 葛锦熙

走进常山县青石镇九龙山村，一栋“赤膊墙”的三层楼格外显

眼，郑玉忻家就在这里。9 月，他即将前往温州理工学院就读财务

管理专业。

“你不能着急，慢慢算。”一楼门厅，郑玉忻正耐心地教 9 岁的

外甥女做数学作业。郑玉忻说，平时姐姐对他关照很多，这是他眼

下唯一能帮姐姐分担的事。

一大早，妈妈就出门帮人干农活了。“妈妈是家里最辛苦的。”

采访中郑玉忻反复说着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