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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是父母相继患癌，23岁的大三女生张欢和身边的
同学一样，也在快乐地享受大学生活。现实是残酷的，为
给父母治病，她做家教、发传单、做服务生，忙成了陀螺。
然而，再苦再累，她都以灿烂的笑脸示人。

现在，面对妈妈10多万元的治疗费，瘦弱的她扛不住
了。“谁帮我救妈妈，我毕业后愿无偿为其工作两年。”为了
妈妈，她如此承诺。

父母接连患癌，大三女孩自强面对，成了家里的主心骨。可面对妈妈10多万元的
治疗费，她扛不住了，为给妈妈治病，她承诺——

谁帮我救妈妈，
我毕业后愿无偿为其工作两年

张欢和母亲的辛苦没有白
费，父亲的病情渐渐好转，一家
人的生活似乎有了起色。然而，
一个更大的打击让这个家庭又
陷入黑暗。

今年寒假，张欢到江苏一家电
子厂打工。刚到没几天，她就接到
父亲的电话，说母亲住院了。火速
赶回家，得知母亲患上卵巢癌，她
一下子蒙了。

原来，母亲在打工期间时常
感到肚子痛，却一直不舍得去医
院检查，直到干活时昏倒才被送
往医院。此时，她已是卵巢癌中
晚期。

母亲的手术虽然很成功，可接
下来的10多万元治疗费让他们一
筹莫展。

同学们知道张欢家的情况
后，纷纷伸出援手，义卖、募捐，
为张欢的妈妈筹款。但杯水车
薪，离 10 多万元治疗费差得太
远。面对必须尽快接受治疗的
妈妈，张欢想了许久，决定用今
后 的 两 年 时 间 为 母 亲 延 续 生
命。于是她在网络论坛上发帖
求助：“谁帮我救妈妈，我毕业后
愿无偿为其工作两年。”

“我不抱怨什么，也不记恨什
么，更不贪求什么，但我一个人实
在撑不下去了。”张欢说，发帖求助
是她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张欢时常设想未来：爸爸妈
妈的病若都能治好，欠多少钱都
不是问题，等她毕业后，会慢慢
还清，还要让爸妈过上好日子。

发帖求助：谁帮我救妈妈，我愿无偿为其工作两年

2011年，张欢考上洛阳师范
学院，在教育科学学院应用心理
学专业学习。都说大学生活很
美好，她却没时间感受，只忙着
打工挣钱。“为了第一年 4000
多元的学杂费，爸妈东挪西借，
跑断了腿。”张欢说，她不仅要
靠自己挣生活费，还要赚钱为
爸爸治病。

同学在看电影，我在工作；同
学在逛街，我在工作；同学在过周
末，我在工作。我每天的生活就是：
上课，兼职，在兼职的路上……张欢
这样描述自己的大学生活。每月
辛苦赚来的钱，她只留下 500 元
生活费，其余都拿回家给爸爸买
药治病。

发传 单 、做 服 务 生 、当 家
教 ……只要有时间，只要有工作，
张欢从来不挑。大一下学期，张欢

在学校附近的酒吧里找到一份长
期的工作，有了每个月近千元的稳
定收入，这让她分外高兴。

学校晚上没有自习课，张欢每
晚都到酒吧做服务生。她发现调
酒师的工资更高一些，就开始利用
工作间隙跟调酒师学习。没多久，
张欢“学成出师”，成了酒吧的一名
调酒师。

赚钱多了，时间却紧了：张欢
每天6:30给学生培训英语口语，
然后到学校上课，18:30下课后，匆
忙吃点东西，19:00就要到酒吧工
作，22:30下班，趁23:00宿舍锁门
前赶回去……

“也会觉得累，很羡慕同学可
以在校园里悠闲散步，在图书馆
看书学习，但我命令自己不能停
下来。”张欢说，忙碌的生活，让
她晚上沾床就睡，从不失眠。

大学生活：上课，兼职，在兼职的路上……

张欢原有一个普通但幸福的
家庭。父母开了一家小店，家庭虽
不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然而，
2010 年，张欢正读高三，幸福的
生活被父亲患肺癌的消息打破。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治病、变
卖家产、借钱……张欢的家境每
况愈下，到最后连住的地方都没
有，只能借住在父亲的朋友家。

“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本
应全家人一起扛，但为了我即将到
来的高考，父母反倒宽慰我‘没事

儿，一切都会好起来’。”张欢回忆
说，后经手术和一段时间的化疗，
父亲自感病情好转，就坚持提前出
院，母亲则为凑父亲的后期医药
费，到郑州打工。

高考前的那段日子，张欢是
在煎熬中度过的。看着父亲拖着
病体还在做小工，想着母亲在郑
州没日没夜地辛劳，她焦急、难
过，很想帮帮他们，但她深知，只
有好好学习考上大学，才是对父
母最大的安慰。

突遭变故：父亲突然患病，让她尝到生活的艰辛

张欢陪父母在校园里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