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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版洪战辉”带着弟弟上大学
◎洪战辉：她的行为值得所有人学习
◎新年伊始，能否一起帮这位特殊“家长”圆一个梦想？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陈炜 通讯员 林雨

“我希望今年能找到一份当健身教练的兼职。”对于一
名在读“体育生”而言，这样的新年愿望是不是略显平淡
无奇？

而李婷许下这一心愿自有她的考虑：“我需要挣钱来完
成学业。更希望将来能开一家自己的健身场馆，供弟弟读
书成材。”

自 4 个多月前母亲病逝后，20 岁的李婷把 14 岁的弟
弟接到自己就读的湖南邵阳学院，开始了一段让许多同龄
人想都不敢想象的生活：带着弟弟上大学！从此——

“我喝稀饭没关系，但弟弟一定得吃好，他正长身体呢，
需要营养”；

“我可以不买衣服，但弟弟不能穿得太寒碜，不能让他
被同学瞧不起”；

尽管弟弟在外人眼中很叛逆，没少惹麻烦，但“为了他，
我受再大委屈都不算什么”……

在李婷所在学校，因为她的经历，她被同学们称为“女
版洪战辉”。

2013 年 12 月 28 日早 晨， 一 路
小心翼翼捂紧早餐的李婷领着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走到一间男生寝室
前，轻轻一推，门开了。“自从我弟
在这住下后，他们（指寝室里的 3 名
男生）就养成了晚上不落锁的习惯，
因为知道我每天早上一准过来给弟弟
送早餐。”李婷解释说。

光 线昏暗的室内，李磊连 外 套
都没脱地熟睡着。一旁桌上的电脑，
电源灯还在不时闪烁——李婷知道，
昨夜，弟弟一定是又趁着周末“奋战”
了一宿。

怕吵醒其他人，李婷靠近弟弟
床边，细心地为他把被子掖严实后，
才压低声音在他耳旁催促起床。

直 到 李 磊 洗 漱 完毕走出房门，
李婷才敢敞开声音说话 ：“我弟能住
在这里，多亏了老乡帮忙。”据李婷
告诉记者，决心将弟弟带在身边后，
她不是没有考虑过各种可能出现的困
难，但没有想到的是，“连找个落脚
处都这么难！”最初，李婷的打算是
将弟弟安置在自己寝室。“头两晚还
好，姐妹们还没回学校”，但开学后，
问题很快就来了，“女生寝室里突然

住进个半大不小的男生，到底不是很
方便……”

接下来，李婷想到了自己的小店。
在花大半天时间将堆满货物、面积
不过 5 平米的杂物间清理干净后，房
间里勉强能为弟弟支起一张小床。

可没多久，李磊又不得不再次搬
离。这次是因为“周边居民投诉学生
开店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这一片
的学生店铺都关掉了，我那间才开了
不到三个月的小店也只能关掉”。这
时，因机缘巧合，老乡庞潇得知了李
婷姐弟俩的窘况，向他们伸出援手。

“本来每间学生寝室都是住 4 个人，
但他们寝室刚好空了个床位”，在征
得庞潇两名室友的同意后，李磊这才
有了个还算安稳的住处。

这一切原本是瞒着学校的。事
后，记者采访邵阳学院体育系总支书
记朱青时获悉，校方是在 2013 年 11
月底的一次查寝中发现庞潇在宿舍里
留宿校外人员的。“其实，按照学校
的规章制度，非本校学生是不允许
在学生寝室长期居住的。但了解到李
婷姐弟的困难后，校方破了例。”

一通突如其来的电话：你妈“走”了……
2013 年 12 月28 日，星期六。

对就读于邵阳学院体育系健美
操班大三年级的李婷来说，这
天本没有课，是个普通的休息
日，她却早早地起床，顶着冬
日清晨冷冽的空气出了寝室。

在离男生宿舍最近的第一
食堂，李婷买了两份早餐：一
个肉包、一份稀饭，总价不到
2 元——这是给自己的；一碗牛
肉粉、一瓶牛奶，被她趁热打包，
准备带给弟弟李磊（化名）。

面食窗口前，正忙活着的
一名食堂女工见到李婷，笑着
打招呼 ：“这么早就来给弟弟买
早餐啊。”随后，往煮沸的汤锅
里又加了把米粉 ：“这是额外送
的，不多收钱！”

饭菜增量不加价，是食堂
师傅们给予李婷的“特别关照”。
一个多月前，20 岁的李婷成为
学校“自强之星”评选候选人后，

“姐姐带着弟弟上大学”的事迹
很快在校内传开。连食堂里的

师傅们都听说了：“能帮就帮衬
着点吧，小姑娘挺不容易的。”

给弟弟送早 餐 的 一 路上，
若非记者发问，李婷很少开口
说话，头总是低着，眼睛看向
地面。直到经过一片老旧居民
楼，她突然停下脚步，脸上也
露出些许笑容，指着路边的一
间平房主动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 ：“我以前在这里开过服装
店！”紧接着又向前跑几步，指
向另一间铁门紧闭的房子 ：“还
在这里卖过奶茶！”

“ 有家 属于自己的店” 是
李婷最大的梦想。还在湘潭老
家读高中时，她就开始学做生
意了：“那会主要是从批发部低
价进些零食，卖给同学赚点差
价。”

考上大学后，每年寒暑假
李婷都很少回家，经常是去到
全国各地打工。“大学三年，我
端过盘子洗过碗，发过传单也
摆过小摊……虽然辛苦，但觉

得挺开心的。”
2013 年 8 月 20 日， 正 是

李婷在陕西榆林市打暑期短工
的第 6 天。接到姑妈张英莲（化
名）的电话时，她刚在当地某
偏远小镇里替一家公司做完问
卷调查。

“婷婷，你妈妈……今天早
上心脏病发‘走’了，你赶紧回
来送她最后一程吧……”挂断
电话后，李婷连行李也没顾得
上收拾，便浑浑噩噩地搭车赶
赴榆林市区，登上最近一班飞
往长沙的飞机。

“到长沙了！越接近越害怕，
心越难受！一点都不想回家，就
想一直活在妈妈还在家带着弟
弟的幻想中！”这是 李婷飞抵
长沙后，在候车的时间里更新
的“QQ 心情”。可回到老家湘
潭韶山市铁皮村，一声比一声
清晰的哭嚎提醒她：幻想终归
是幻想，母亲苏雪兰已经永远
醒不过来了……

母亲去世的第二天，父亲
李典强也回来了。这是父母时
隔五年后的第一次“相见”，也
是 最 后一次。“我知道他们的
感情一直不好，但直到妈妈去
世他才回来看看，我很不能理
解。”据李婷说，早在 2008 年
她读高一时，父母就因为感情
不和经常吵架，当年刚过完年
没多久，父亲便一声不响地走
了。

“爸爸走的那天是农历正月
十五，一大早，他就说要开车
带我和弟弟出去买糖吃。”李婷
清楚地记得，当天，姐弟俩跟
着父亲在市场里到处转悠，欢
天喜地地买了不少糖后，在回
家的路上被中途放下 ：“爸爸还
有急事，你们走路回家吧。”就
这样，姐弟俩站在路边，目送
家里唯一值点钱的旧货车载着

父亲消失了。
李婷还记得，再次见到父

亲已是一个多月后，而父母之间
的争吵仍在继续，并升级为分
居。回家没几天，父亲就又走了，
去了别人口中他位于常德石门县
的“新家”，一并带走的还有当
时年仅 9 岁的弟弟李磊。“从那
以后，我和弟弟就再没见过面。”
直到今年 3 月，苏雪兰因先天性
心脏病恶化住院，一直心心念
念着小儿子，这才有了姐弟俩时
隔五年后的再次相聚。

那天，“爸爸将弟弟送上车
后，打了个电话把司机的手机号
码告诉我。”长途客车驶入湘
潭市汽车站时，候在站台上的
李婷远远地看见弟弟李磊就站
在驾驶座旁，透过车窗也正急
切地四处张望。

五年没见，弟弟长高了，性

格似乎比以前内敛不少。回家
路上，拖着行李的李婷有说不
完的话，李磊却极少吭声，一只
手紧紧牵着姐姐的衣角……

李婷说，这副模样的弟弟，
让她只想要好好疼惜。更何况，
2013 年 5 月的一次离家返校前，
病床上的母亲曾郑重地叮嘱她
说 ：“妈迟早会‘走’的。在妈
妈‘走’后，你就是家里的顶
梁柱了，一定要把弟弟照顾好
……” —— 李 婷 没 想 到的是，
母亲会“走”得这么快，而这番
话也就成为了她留给自己的正
式遗言。

当年 8 月 27 日，母亲去世
一周后，开学在即的李婷做出
了人生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个
决定：为践行答应过妈妈的“一
定把弟弟照顾好”，她决定，捎
上弟弟一道回学校！

兑现对妈妈的承诺，带着弟弟回学校

三易其“居”，才终于为弟弟找到落脚处

再大的困难和委屈，为了弟弟都不算什么
尽管愿意“收留” 李磊，但面

对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的采访，庞潇
还是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如果可以，
我觉得她（指李婷）安排弟弟回老家
读书比较好，毕竟她弟弟年纪还小，
有长辈在身边管着会更好些。”作为
老乡兼朋友，庞潇目睹李婷一方面要
顾着学业，另一方面要抓紧打工挣
钱，同时还要照顾弟弟的生活——“确
实辛苦，真担心她精力跟不上。”

在熟悉李婷的朋友们眼中，她一
直是个优秀、自强的女孩：连续两年
学习成绩排名年级前三，拿过校级
奖学金，当过系文艺部部长，还同时
是多个学生社团的积极分子；曾代
表学校参加湖南省大学生田径锦标
赛，荣获女子组全能第六……更让人
钦佩的是，取得这些成绩的同时，她
还要打工赚取自己的生活费。据李婷
回忆，父母分居后，自己的生活费本

说好由父亲承担，“一开始钱给得还
蛮及时，到后来就经常拖着不给，或
者一次给一点，经常吃不饱”。这个
年纪的女孩最是敏感，李婷决定：
伸手讨要，不如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而自从弟弟来到身边后，李婷的
开销就增大了不少。

考虑到“他正在长身体呢”，李
婷自己吃得很俭省，却一定要保证弟
弟三餐营养充足。此外，14 岁的男
孩子已经很有自尊心，李婷还想尽自
己最大能力让弟弟穿得光鲜些。

李磊刚来邵阳时还是夏末，除几
身短袖衣物外，没再带什么东西。“也
因为没什么可带的。”李婷补充道。担
心弟弟被新同学瞧不起，“几次带他
上街买衣服，都是一整套一整套地买，
从头到脚一次性置齐！”当然，这番“豪
气”的背后还有一个现实原因：买得
多的话，好侃价。  （下转A05版）

李婷与弟弟李磊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