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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这是一个特殊的家庭!主人公陈青青只有

!"

岁!正在新乡市读小学" 父亲在她的记忆中

是个模糊的影子!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腰椎

间盘突出症"

!"

岁的她!过早地用柔弱肩膀扛起了这个

支离破碎的家" 为了拯救母亲!为了使这个家

能够支撑下去!她选择了坚强#选择了本不该

属于她这个年龄的责任" 陈青青的事迹被媒体

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关注!众多热心人士纷纷

伸出援助之手! 帮助这对苦难的母女共渡难

关!同时她也被新乡市评为$十大孝子%" 透过

陈青青的感人故事!也折射出了目前社会救助

体系存在的一些问题"

出租屋中母女相依为命

滴答!滴答"床头的小闹钟时针指向凌晨
五点半"伴随着刺耳的铃声响起"陈青青新的
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掀开温暖的被窝"麻利地穿好衣服"洗漱
完毕后"帮妈妈盖好被子"从枕头下摸出手电
筒"拿好晚上妈妈给的零钱"出门到离家半公
里远的菜市场买菜去了$ 她手里紧握着两元零
钱转了一圈"花了一元钱买了兜面条"五角钱
买了一把小青菜$

一手提着面条"一手提着小青菜"匆忙往家
赶$ 到家后"把刚买来的菜和面条放好"熟练地
把煤炉子盖拔掉做早饭$说是早饭"其实就是把
昨天晚上吃剩下的大米稀饭和馒头热一下$

剩饭热好后"她先盛一大碗"然后把锅刷
洗干净"再接上水把盛的饭放在锅里放在煤炉
上" 上面又放一个半馒头和半个咸菜疙瘩"这
样妈妈起床后可以吃到热饭$ 她则喝了一碗剩
饭"把碗洗净后便背起书包往学校上早读$

生活就这样的简单"每天陈青青就在这样
的忙碌中生活着$ 对她来说%&这种生活已经很
不错了"最起码还有书读有学上"这让她感觉
到很欣慰$ '

陈青青和母亲租住的地方很简陋"一间兼
卧室和厨房的狭小房子里"杂乱无序地摆放着
箱桌床凳" 屋内除了一台别人刚资助的洗衣
机"再也看不到其他电器$

泛黄的墙壁上斑驳着裸露的泥土"几张旧
报纸简陋地充做床围$ 靠墙角的桌子上摆放着
整齐的课本"这是陈青青学习的地方"也是她
和妈妈的餐桌$

可就是这样的一个简陋的小房子"要不是
两个舅舅救济"她们母女俩也租不起$

在这个一贫如洗的出租屋内"她和患病的
母亲相依为命" 用稚嫩的小手给妈妈做饭"用

柔弱的臂膀温暖着妈妈$

勇敢面对苦难

今年
!"

岁的陈青青" 在新乡市卫滨区胜
利路小学六年级读书"和同龄人相比"这个乖
巧伶俐的小姑娘却多了几分老成持重和乐观
坚毅"这或许是生活赐予她的特殊礼物吧(

打开记忆的拼图"陈青青童年的底色如铅
灰般沉重"而她却像苦藤上的一朵小花"娇艳
地绽放在霜风雪雨里$

在她的记忆中"很小的时候"妈妈有病就
丢掉了工作"她对爸爸的概念是模糊的"只是
偶尔听妈妈说起很早爸爸就不在了$ 其实"在
陈青青很小的时候"父亲便与母亲离了婚$ 离
婚后妈妈带着陈青青一直跟外公!外婆生活在
一起"虽然日子过得不够富足"但靠着两位老
人的退休工资"却也衣食无忧"暖意融融$ 绕膝
在外公!外婆身边随意撒娇"他们温暖的怀抱
就是陈青青幸福的天堂$

前几年"随着外公!外婆的陆续离世"陈青
青幸福的童年也戛然断线$ &妈妈有病"需要人
照顾"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一个个问题过早
地摆在了年幼的陈青青面前" 虽然很残酷"但
她必须去面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正当同
龄小朋友在妈妈怀里撒娇的时候"

#

岁的陈青
青就开始洗衣做饭了$ &刚开始学做饭的时候"

切菜时不小心会把手割破了"饭有时候也会煮
煳$ 但是现在米饭!卤面我都会做"妈妈最爱吃
我炒的土豆丝了$ '陈青青说起这些"脸上泛着
些许骄傲$

放学后" 当别的小朋友都在校园玩耍的时
候"陈青青却要急匆匆地赶回家里"做饭!洗衣"

然后是复习功课"晚上
!$

点她会准时休息$

家庭的困苦磨砺让陈青青小小年纪就用
别样的眼光审视世界"在她身上显出了同龄人
少有的成熟和坚强$

陈青青告诉记者"妈妈是精神分裂症"一句
话的不小心就会刺激她精神错乱$有一次"她哭
着问爸爸的事情"哪知"这一句话触动了妈妈脆
弱的神经"几句争辩后"换来的却是妈妈劈头盖
脸的打骂"她躲着闪着"无助地哭泣着$ &当妈妈
平静之后"她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对错"我只有
凡事顺从着她"才能让她不生气$ '

挨过打骂之后"陈青青懂得了宽容!隐忍"有
时候委屈实在无人倾诉"她就把自己蒙在被窝里
偷偷抹眼泪"可是醒了之后她还要笑对妈妈$ 因
为她是妈妈的女儿"也是妈妈最亲近的人$

陈青青很少有时间无拘无束地享受童年
的快乐"她的爱好是看书和打乒乓球"因为买
不起书" 她总爱躲在书店的一隅偷偷看书"在
这里她读完了中国四大古典名著$

有一次" 陈青青到书店看书回来晚了"感
到委屈的她和妈妈顶起了嘴"刹那间"所有的
压抑都发泄而出" 她流着眼泪从家里急跑出
来"她真的想离开这个多苦多难的家$

班主任老师韩霜梅在校园看到了陈青青"

把她领回家"给她做了一顿可口的饭菜$ 经过
韩老师的一番教诲"陈青青突然感觉妈妈是不
幸的"同时也是可亲可敬的$ 从那以后"年幼的
她仿佛长大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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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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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是陈青青妈妈的生日"她
始终记着这一天$陈青青想对妈妈表达自己的心
情"因为家里穷"一番思考之后"她拿起手中的画
笔一笔一画地涂抹起来$ 一个多小时之后"一张
画有阳光!雨露!花朵的水彩画诞生了$

随后她在贺卡上工整地写上%&妈妈"今天

是您的生日"我虽然没有钱给您买礼物"但是
这是我对您的爱"一颗永远爱您的心$ 生日快
乐( '&画上的阳光是妈妈"花朵是我"在妈妈的
滋润下我才会长大$ '陈青青说$

邻居们都知道这对苦命母女的艰辛"每逢
家里改善生活的时候"他们会给陈青青送来一
些鱼肉!排骨之类的菜"这时候陈青青总是让
妈妈先吃$ 拗不过妈妈"懂事的陈青青总是夹
点小块的肉"她要把大块的留给妈妈"因为她
知道妈妈更需要补养$

&苦难是人生的一笔财富$ '家庭的苦难使
陈青青过早地品尝了人生的酸甜苦辣"也使小
小年纪的她学会节俭$ &青青"你放学晚了买点
东西吃( '妈妈把

"

元钱和
'

个
!

角的硬币放
到桌子上"陈青青说%&不用了"不会饿的$ '妈
妈每次给陈青青零用钱"她从不敢乱花"因为
妈妈还要买药(

看着同学们身着名牌衣服! 用着名牌文
具"陈青青却有着自己的价值观%&能吃饱穿暖
就行了"我和别人不能比吃穿"只能比学习$ '

&上课之前"我都要用凉水洗把脸"要不上课会
犯困的$ '陈青青一天的睡眠时间一般在

%

个
小时左右"为了保持充足的精力上课"她选择
这种方式警醒自己$

家庭的不幸" 让陈青青的学习更加勤奋"

她的成绩一直在班里保持着前几名"一摞厚厚
的获奖证书是她最大的骄傲$

去年元旦前夕"陈青青捡了一些废旧塑料
瓶"卖了

(

元钱"她当时很想给自己买些零食"

可是当她在手心里握了很久之后"就想到了爱
她的老师$ 于是"她就用这

(

元钱买了
(

张贺
卡送给老师"以表达自己的敬意$ 用捡破烂的
钱给老师买贺卡"这种特殊的敬意或许是老师
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了$ 当老师收到贺卡后"

都感动得流下了泪水$

事迹感动社会各界

陈青青的感人事迹被学校知道后"学校多
次举办相关学习主题班会"号召学生学习她那
种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

胜利路小学谢广平校长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我们在得知陈青青同学的情况后"积极
和区教育局领导联系"并且从各个方面都给予
她一些帮助$ 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团委!学校!

妇联等相关单位都很关注她"学校为此做出免
去了她上学的全部费用$ 而且还通过开展向陈
青青学习的教育活动" 号召全校学生向她学
习"经过这些学习活动"很多学生得到了教育"

起到了很好的引导作用$ '

&她在班里成绩很优秀"是一个勤奋!懂事
的学生"从她身上看不出苦难家庭孩子忧郁的
影子"她很坚强!乐观$ '班主任老师韩霜梅这
样评价陈青青$

陈青青母女租住的村子邻居吴纪贵说 %

&不容易啊"这么小的一个丫头要照顾母亲"还
要上学多难啊( 我们村上很多人都知道他们母
女俩的情况" 有些好心的村民也经常帮助他
们$ '

随着陈青青的事迹被大家广为传播"很快
在新乡市赢得了众多热心人士的关注"他们纷
纷伸出温暖之手来帮助这对苦难的母女$ 同时
她的事迹也引起了新乡市相关领导及部门的
重视"

"$$)

年
!$

月
!)

日" 陈青青被新乡市评
为&十大孝子'$

陈青青母女俩租住的辖区南桥派出所得
知情况后"积极主动帮助陈青青母女俩解决实
际困难"并经常看望她们"与她们结成了帮扶
对象$ 该所刘杰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陈
青青家庭确实很困难"我们在得知她没户口上
学难"母亲有病也享受不到低保后"积极想办
法"经过局领导特批"很快就解决了她的户口
问题"并且与她们结成帮扶对象"经常给她们
母女提供温暖和帮助$ '

陈青青的事迹如果没被人知道" 也许到现
在她们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多社会热心人士的关
怀和帮助"可能至今

!"

岁的她仍然是一个&黑
户'"也不会享受到社会救助吃上&低保'$

近年来" 我国社会救助不断创新发展"社
会救助制度不断完善"整体功能不断增强$ 但
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由于城乡二元结构
的存在"社会救助也存在着城乡差别"特别是
城市流动人口和流浪人员的社会救助问题"是
社会救助体系中最迫切解决的一大难题$ 陈青
青母女的故事"再次折射出了这一问题$

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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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涧***卢氏县西南山区的一条小街"

在这条不起眼的小街上"却有一所全国独一
无二的农民梅花研究所$

!!

月
!'

日下午"记者走进了此地的一
座临街楼院$ 接过记者的名片"小院的主人
秦治章也递上了自己的名片***中国花卉
协会梅花腊梅分会理事+中国梅花豫西研究
所所长等头衔"让人不禁对这位貌不惊人的
农民刮目相看"就是他"创造了&南梅北移'

的世界先例"把梅花种到了北国边疆"种到
了长城脚下"种到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

热血男儿的激情梦想

秦治章是土生土长的横涧人" 青年时
代"他也曾像凌寒怒放的梅花一样"怀有满
腔的激情和梦想$

!+%"

年" 勤奋好学的秦治章考上了洛宁
县师范学校$ 然而好景不长"第二年"他就因
家境贫困辍学了$ 随后"秦治章应征入伍"成
为驰骋在西藏阿里冰天雪地里的一名骑兵$

成为军人的秦治章一有空闲" 就钻到部队
图书室里"在书海中遨游$一天"他读了毛泽东的
词-卜算子.咏梅/之后"不由得心潮澎湃"被那些
咏梅词句深深地震撼了" 他崇尚梅花那种凌霜
傲雪的品格"从此"秦治章对梅花情有独钟$

!+%#

年秦治章退伍回乡$当时"和全国绝
大多数农村一样"秦治章所在的横涧村的乡
亲们尽管起早贪黑地从年初忙到年尾"却连
肚皮都填不饱$ 于是"身为共产党员的秦治
章挑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重担$

说干就干" 秦治章先后
#

次放弃了公
安+法院等部门招工+招干和作为工农兵保
送上大学的机会"扎根深山当&村官'"一干
就是

!%

年$如何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呢)俗
话说&靠山吃山'"秦治章因地制宜"带领群
众修坝造地"种植经济林"对苹果树和野生
酸枣树进行嫁接改良" 取得了初步成效"他
们生产的土豆不但自己吃不完 "

!+)!

年还
出口到了新加坡$

当时"农村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粮为纲'"

秦治章的做法无疑有些另类" 公社领导指责他
&不务正业'$

!+#'

年"秦治章不再担任&村官'"他
带领群众改变家乡贫困面貌的雄心壮志却丝毫
没有泯灭"性格倔强的他暗下决心%自己要首先
闯出一条致富路来"再带领群众共同致富$

在一次外出参观时"细心的秦治章发现"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梅花已成为大中
城市倍受青睐的高档观赏花木" 市场前景广

阔$这一偶然发现"使秦治章心中的&梅花情结'

愈发强烈"他决心通过种植梅花来发家致富$

他办起了!梅花研究所"

早在
!+)%

年"秦治章慕名来到武汉磨山"看
到磨山植物园里大片大片的梅花"

'$

多岁的他
欣喜异常$这一年"出于发自内心的喜爱"秦治章
买了两三棵梅花苗"栽到自己家的院子里$

然而"让从来没有种植过梅花的秦治章
始料不及的是" 梅花在北方不能露天越冬"

很难栽培成活$ &卢氏为什么就不能栽培梅
花呢) '带着满腹的疑问"秦治章又一次来到
中国梅花研究中心所在地的武汉磨山"求见
该中心高级工程师+有着&中国育梅之父'称
号的赵守边$

赵守边分析认为卢氏县虽然位于北方深
山中"冬季气候寒冷"不过经过努力"梅花还是
有可能在这里移栽成功的"他鼓励秦治章在这
方面进行探索$ 秦治章是个敢想敢干的汉子"

专家的一席话更加坚定了他通过种植梅花致
富的决心$

!+#(

年春天"在赵守边等几位梅花
专家的支持下"秦治章在自己家挂出了&中国
梅花豫西研究所'的牌子"从那一年开始"他迷
恋上了研究梅花" 要让梅花在豫西深山里生
根+开花$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研究所" 秦治章自
任所长" 研究所的成员是他们一家

&

口人"他
们白手起家"向亲戚朋友借了

)#$

元钱到南方
买回

!$$

棵梅花树苗"利用家里的责任田进行
栽培实验$可是"尽管他们费尽周折"遇到冬天
的寒流后"梅花苗儿很快就夭折了$

开局之时就严重受挫" 秦治章却没有打
&退堂鼓'"而是愈挫愈勇$ 一种梅花苗木移栽
失败了" 他就实验另一种" 为了寻找名优品
种" 他不远万里四处奔波追寻梅花的踪影"一
次又一次地将梅树苗从千里之外的南方移栽
到自家庭院和责任田里"武汉+青岛等地留下
了他苦苦寻觅的身影0不会就学"不懂就钻"洛
阳+郑州+北京等地留下了他学习取经的足迹$

渐渐地"秦治章成为村里人眼里的&梅痴'$

!南梅北移"的世界先例

为了寻找更多的抗寒梅花品种"秦治章
几乎跑遍了全国产梅花的地方"终于搜寻到
了一部分抗寒梅花$

历经
"$

多个春秋的苦心钻研"

!++(

年"

秦治章的研究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通过

引进来自南方的耐寒梅花品种+ 对引进的
梅花品种进行耐寒驯化+ 进而进行改良实
验" 秦治章选育出了适宜北方寒冷地区栽
植的梅花耐寒新品种$ 他培育的真梅系梅
花品种可抗零下

!$

摄氏度低温" 美人梅+

辽梅 +陕梅 +单瓣杏梅甚至能抗零下
'&

摄
氏度的严寒$

!++)

年" 中国第五届梅花腊梅展在武
汉开幕" 秦治章挑选了几盆梅花前去参展$

在这次云集了众多国内外梅花界研究权威
的展览会上"秦治章培育出的梅花因为具有
抗严寒+色彩鲜艳+花期长+易栽培等优点"

在全国梅花大赛中脱颖而出"获得了
'

块铜
牌$ 这次展览会后"中国梅花豫西研究所逐
渐得到了业内人士的认可$

现在"秦治章的梅花实验基地由最初的两
分地扩大到

'$$

多亩"他们先后选育+驯化出
适合在北方地区栽植的耐寒梅花新品种近

"$$

个"引种到我国长江以北的黑龙江+甘肃+新疆
等

"$

个省+自治区$ 仅
"$$%

年以来"北京市的
明长城+龙潭湖+永定门+什刹海等景区已先后
从秦治章的梅花园成功移植梅花

&$$

多株"秦
治章创造了&南梅北移'的世界先例$

!梅花院士"盛赞!梅痴"

今年
'

月
")

日夜晚"

+$

高龄的中国工
程院院士+有着&梅花院士'美誉的北京林业
大学博士生导师陈俊愉给秦治章打来电话"

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要建一个梅园"陈俊愉
先生向宾馆方面推荐了秦治章选育的抗寒
梅花品种"请他挑选一些梅花运抵北京$

作为全球梅花研究领域泰斗的&梅花院
士'" 为什么要主动向钓鱼台国宾馆推荐一
个河南农民选育的梅花呢) 原来"在长期的
实验过程中"秦治章多次千里迢迢拜访了很
多国内研究梅花的专家"他和&梅花院士'陈
俊愉更是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秦治章在梅花研究方面的贡献得到了
&梅花院士'的肯定"他说%&我国梅花主要
分布在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并不抗寒的木
本植物的生长区域北移

"$$$

多公里" 这样
的成果"这之前世界上没有先例"但秦治章
做到了$ '

近年来" 秦治章已经带动了周边
&

个行
政村的

#$

余户农户种梅+育梅"解决当地闲
散劳动力就业

!!$

人" 初步实现了自己当初
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愿望$如今"梅花已经成
了横涧乡的一大经济增长点$

本报记者 余英茂

陈青青在学习! 陈青青的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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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河南省新乡市高级技工学校新校区
即新乡职业技术学院1筹2正式启用"

!,!

万名学
生入驻新校区# 这本是一件值得庆贺的好事"但
是对于新乡职业技术学院的教职工来说" 更多
的却是困惑#

因为部分贷款没有到位" 新乡职业技术学
院1筹2发动全体教职工用个人房产+公积金等
为学院抵押贷款"作为&过桥'资金"来帮助学校
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完成新校区的建设工作# 这
种做法"让学院教职工陷入两难境地#

学院#采取措施渡难关

据了解"新乡市第一+第二+第三技校合并
后"于

"$$"

年被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批准为
高级技工学校"

"$$&

年新乡市政府决定在这所技
校的基础上组建新乡市职业技术学院"总规划占
地

!+$$

亩"可容纳学生+教职员工
!#$$$

人# 从
"$$%

年
%

月
"&

日新乡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一期工
程

!'"'

亩正式开工" 到
"$$)

年
!$

月
"#

日首批
师生入住"仅仅用了

!%

个月的时间#

在这短短的
!%

个月里"学院完成了包括近
'#

万平方米+

'$

多座包括教学+实训+宿舍+餐
厅及相关基础设施在内的各类工程建设# 如此
快速的进度导致新学院资金跟不上"&我们向开
发行贷款

',"

亿"但是只落实了
!,&

亿"目前加
上购置设备至少还有四+五千万的缺口"要到学
院全部建成那还得一个多亿# '新乡市劳动和社
会保障局副局长兼新乡职业技术学院常务副院
长+ 副书记刘文艺说"&还有

"&-

的工程款没结
清" 如果年底不结清民工欠款有可能导致民工
闹事"影响稳定# '

在这种境况下" 学院决定发动全体教职工
贷款筹备&过桥资金'"让教职工以自己的名义
贷款"把贷来的钱用于新校区建设"等学校的贷
款下来后或学院有钱了再把钱还给教职工"并
承诺两年之内会把这些钱还给他们#

学院成立贷款领导小组" 并提出四种贷款方
式让教职工们选择%用个人公积金贷款"按揭贷款"

房屋抵押贷款"个人委托贷款# 教职工们只需把身
份证+户口本+结婚证等个人材料交给学校"其余的
由贷款领导小组具体运作#对于刚招进的毕业的大
学生"没有房子"不能抵押贷款的0刚进校没公积金
也没法按揭的"可以交两万块钱来代替#

随后" 学院又提出六条举措强制教职工参加
抵押担保# 一些教师反映说"如果不交个人材料的
话"一是年终取消评先0二是考核不合格0三是降
级或高职低聘0四是中级干部不交就地免职0五是
两年内不考核"不能参加职称评定0六是两年内不
涨工资# 许多教师拧不过学校"被迫参加了#

教职工#进退两难 满怀忧虑

对于学院的这一举措" 教职工们有表示理
解的"但更多的是担忧# 教师胡耀华向记者表达
了自己的矛盾心理%&学校盖到这一步了" 学生
也都招来了" 其实哪个老师都想让学校以后更
红红火火的"不想在这个时候半途而废"学校将
来发展好了"对我们来说也是好事# 但假如说领
导自己也把握不了学校将来会怎么样" 那这就
会影响到我们家家户户# 我们不想让学校倒闭"

但更不想让自己的家庭将来没有一点保障# '

有的教师们认为" 学校的这一做法影响了
他们的工作和生活# 教师魏本轩担忧地说%&影
响我们的教学"甚至影响我们的后半生# 万一学
院还不上"我后半辈子就要背着这个债了"那我
后半辈子怎么过呢) '

一些老师对学校的做法提出质疑%究竟学院
规模是否有必要搞那么大) 拿老师的个人房产资
料强制为学院作抵押担保"有无法律依据)

对此"原新乡市第二技校校长闫铁福则说%

&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同意见"已经给大家讲了学
院面临的困难"大河没水小河干"校兴我荣"校
衰我耻"经过动员大家都是自愿参加的# '

扩建校区#应量力而行

对于学院资金短缺问题"刘文艺认为"职业教
育最大的特点是让学生学技术" 学生必须要实际
操作"职业技术院校必须要有相应的实验设备"所
以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应向职业教育倾斜#

而教职工却认为"这次建校资金出现问题"

根源在于扩建校区脱离了自身的经济实力# 新
校区建设规模太大"用资金太多"远远超过了学
院的承受能力#

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一些学校由
于占地面积小"基础设施老化"校舍面积尤其是教
学+ 实验用房和学生宿舍严重不足" 给学校的教
学+管理和学生生活带来诸多困难#刘文艺等学院
领导认为"扩建校园+建设第二校区成为一些学校
的燃眉之急#在扩招的形势下"只能拥有足够的办
学空间才可以吸纳足够的生源" 不主动拓展办学
空间就等于主动把&蛋糕'让给别人#

尽管学校校区扩建有其合理性" 也有政府
部门的大力支持"但是如果不科学规划"可能带
来新的资源浪费+巨大债务压力及其他问题# 河
南省广播电视大学教师李晓靖认为" 国家近年
来不断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力度" 但是与普通高
校相比优扶政策较少" 所以在一些职技学校建
设中不断出现问题"值得关注#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