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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智慧 实习生 王奕菲 文/图

●申请学生：马玉洁
●家庭住址：宜阳县三乡镇东阳村
●毕业学校：宜阳县第一高级中学
●高考分数：631分
●录取院校及专业：中山大学公共

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专业

这个夏天，马玉洁成了宜阳县三乡
镇的“名人”。因为631分的高考成绩，
她成为不少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
也成为不少孩子学习的榜样。然而，这
个头顶“学霸”光环的17岁姑娘，在收
到中山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却被学费
难住了。

她父亲去世、母亲患病，学费
成家庭重担

“恭喜马玉洁同学‘喜提’通知书。”
7月30日，姐姐马玉兴在自己的微信朋
友圈里晒出妹妹马玉洁的录取通知书，
毫不掩饰全家人的兴奋与骄傲。然而，
面对亲友们的祝福，一家人也感到前所
未有的压力。

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的，还有
入学需要准备的物品及学费、住宿
费等事项说明。“一年的学费 7660
元，住宿费1600元，这对我家来说实
在太多了。”说话间，马玉洁忍不住红
了眼眶，“看妈妈和姐姐发愁，我心里
难受”。

三年前，马玉洁的父亲因事故
去世，本不富裕的家庭失去了顶梁
柱，日子越过越艰难。母亲张嫩红
患有心脏病，不能干重活，家里的三
亩薄田成了主要经济来源。马玉洁
的爷爷因患食道癌晚期卧病在床，
得知孙女考了全县前几名，病榻上
的他，坚决要省下自己的药费供她
上大学。

一家人相互扶持，齐心协力
筹措学费

“孩子们都很懂事，家里条件不好，
可他们一个比一个争气。”张嫩红说，马
玉洁的两个姐姐，一个在许昌学院读大
四，一个在河南科技大学读大三，自从
上了大学她俩就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靠奖学金、助学贷款和打工，她们省吃
俭用、自给自足，偶尔还给上高中的妹
妹、弟弟贴补一些生活费”。

这个暑假，姐姐马玉兴在打工之
余，一直在学校复习考研，眼下，她已有
希望被保送中科院研究生。“和她们相
比，我太爱哭了。”马玉洁说，两个姐姐
都是自己学习的榜样，正是她们坚强、
乐观的生活和学习态度，激励着自己不
断努力，在困境中坚持下去。

从小到大，马玉洁的学习成绩都名
列前茅。高中三年，她更是多次考入年
级前十名，同时，还在各类学科比赛中
获得奖项：全市高中生物竞赛一等奖、
物理竞赛一等奖、化学竞赛二等奖，全
国创新作文大赛河南赛区三等奖……
在马玉洁家昏暗的堂屋内，奖状糊满了
整整一面墙。

“做两个小时的家教能挣 50元，
我能攒一些是一些。”马玉兴说，眼
下，全家人都在为妹妹的学费努力，
即将上高二的弟弟和妈妈每天天刚亮
就去附近合作社的农田里干活，每人
每天能挣50元，“弟弟晒得比以前更
黑了”。

对曾经获得的帮助，她心存感激

由于成绩优异，高中三年，马玉洁
每年都获得了国家奖学金，考虑到她的
家庭情况，她所在的学校还为她减免了
学费。“市区有个好心企业家，每年都会
资助我生活费。”马玉洁说，得益于国
家、学校和好心人的帮助，她能更加安
心学习，“妈妈说，要永远心存感激”。

关于大学生活，两个姐姐给了马玉
洁不少建议。“我要像她们一样多参加
社会志愿活动，力所能及地为他人提供
帮助。”马玉洁说，所有的困难都是暂时
的，只要自己付出努力，好日子就会越
来越近。

亲爱的读者，如果您想帮助这位品
学兼优的准大学生，可扫下方二维码，
或者拨打电话(裴冉冉13598192942 )
与我们联系。

今年，所有的善款将汇至市慈善
总会账号中，捐款千元以上可开具抵
税发票。为了不辜负大家的期望，每
一笔捐款明细，我们都将在助学金集
中发放时进行公示。我们期待更多的
爱心机构、爱心人士加入，共同圆贫困
学子的求学梦。

她父亲去世、母亲患病，刚被中山大学录取

高考631分的“学霸”遇上学费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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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婷 文/图

3日6时10分，家住洛宁县的金子
文，带着6岁半的孙子金靖辰，坐上发
往市区的第一班大巴，赶往洛阳日报
报业大厦，参加洛阳晚报诵读俱乐部
启动仪式。

当天，有40多位热心读者参加了
该启动仪式，他们当中年龄最大的82
岁，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半。

这些读者为什么放弃休息日，冒
着大雨来参加洛阳晚报诵读俱乐部的
活动？市六中语文教师丁斐说：“我
喜欢本土文化。”读者万红晓说：“我
想通过我的声音宣传洛阳。”读者李
云说：“我希望自己成为《经典洛阳》
的诵读者。”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历史悠久，文
化璀璨。《洛阳晚报》一直致力于文化传
播及对本土文化的挖掘，打造了一批经
典栏目，并积极探索适应时代要求的传
播方式，于去年11月推出了有声版《经
典洛阳》，目前有数万名听众在喜马拉
雅FM和“晚报副刊精读”微信公众号
上收听。

为了让更多洛阳好声音参与到传
播经典、宣传洛阳的活动中来，《洛阳晚

报》策划成立了洛阳晚报诵读俱乐部。
在当日的启动仪式上，洛阳晚报诵

读俱乐部成员展示了自己的好声音。
市朗诵学会副会长李晓军和市戏剧家
协会副秘书长张辉，现场为大家进行诵
读指导，并给出指导性建议。

洛阳晚报诵读俱乐部成立以后，将
以线上活动和线下活动相结合的方式
运作，如成员线上交流、专家指导培训、
线下举办专题朗诵会等。鼓励成员录
制《洛阳晚报》上刊登的优秀作品，通过
晚报微矩阵，如“晚报副刊精读”微信公

众号等平台传播出去。
接下来，本报拟陆续推出有声版

《河洛文化》《城市档案》《法眼》《三彩
风》《情聊》等，让更多人通过“洛阳好声
音”了解洛阳，让洛阳文化插上声音的
翅膀飞向全世界。

打造洛阳好声音，倾力传播洛阳文化

洛阳晚报诵读俱乐部成立
继推出有声版《经典洛阳》之后，本报拟陆续推出有声版《河洛文化》《情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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