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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100名脑瘫儿
湖南 1+1 脑健康乐园传来喜

讯：数千名脑瘫儿在中心采用 7 分
修复神经 +2 分专业康复+1分耳穴
贴压的脑瘫 721 综合方案后，能说
会走，甚至上学了。

为帮助更多患儿早日康复，由
该中心发起“寻找 100 脑瘫儿”活
动在省内全面启动，寻找如下特征
100 名脑瘫儿童：

1、不会说或只能说单字，流

口水；
2、不会走或走路姿势异常；
3、有明显智力障碍，脾气暴

躁等。
专家提醒：修复受损神经是

脑瘫康复关键，年龄越小，康复
越早，恢复得越好！

据悉，活动仅剩 100 名，10
岁内患儿优先报名。

报名热线：400-025-0499

据李婷的室友朱恩慧说，自从
把弟弟带在身边后，原本就忙的李
婷更加忙得“两脚生风”了。就连自
己的功课，也得等到陪弟弟完成作
业后再挑灯赶工。

李婷的老乡庞潇则很担心，这
样下去，她的精力跟不跟得上？

而李婷自己也承认，有很多次，
她在课堂上接到弟弟老师打来的电
话后，不得不立马起身告假，赶去弟
弟所在学校“灭火”——“次数多了，
还是有些不好意思的。”

……
20 岁女孩，本是该备受呵护的

花样年纪，但因为母亲的“临终托
孤”，李婷硬生生把自己催长成了一
棵树，想用并不坚实的臂膀为弟弟撑
起一片天。甚至于采访过程中，谈

及弟弟的叛逆，她不止一次说：“以
后，我可以养他！”在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看来，这份担当固然值得嘉
许，但同时也暴露出了李婷作为匆忙

“上岗”的“稚嫩家长”，管教起仅
仅比自己小 6 岁的弟弟时，在角色认
知与能力水平上的力所不逮。

2014 年的第一期报纸，我们关
注这位同学眼中的“女版洪战辉”，
除希望为李婷实现“当兼职健身教
练”的新年愿望外，还希望社会各
界一起来帮帮李婷，帮她出出主意：
如何才能更快更好地胜任“家长”这
一新角色?

（欢迎致电 0731-82333620、
82333621 或 @ 今 日 女 报 新 浪、
腾讯官方微博）

( 上接 A04 版 )
至于李婷自己，“这个学期就

没舍得买几件新衣服”。可再如何
精打细算，姐弟俩的各种花销加起
来，每月两千多元都是少不了的，

“这都是花的我之前打工攒下的积
蓄”。而自从弟弟来到身边后，李
婷就没什么时间出去打工了，所以

“必须得省着点花”。
相比时间、经济上的压力，更

让李婷为难的是，年轻的自己尚无
法很好地胜任“家长”这一新角色。

为方便照顾，李婷想尽办法
才在学院附近的邵阳市第十三中学
替弟弟报上名，争取到入学机会。
但这才不到半年，弟弟就面临有可
能被劝退的境地——在李婷的讲
述中，由于李磊爱上课讲小话、开
小差，让班主任很不满，“如果我
的手机在上课时间突然响起，不用
猜，一定是弟弟的老师打来的”。

尽管并不讳言弟弟的顽皮，但
在李婷眼里，更多地是看到他的进
步，“跟以前比起来，至少（他）现
在不会再半夜溜出门通宵上网了”。
随着姐弟俩相处日久，李婷越来越
觉得，弟弟某些时候甚至算得上是
个有底线的“小男人”。

对此，李婷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去年 9月的一天，李磊趁课间

休息时下楼买零食，一不留神被迎
面跑来的邻班同学撞到。当时，李
磊只瞅了对方一眼就转身准备离
开，不想，他的息事宁人被对方视
为“软弱可欺”：“看什么看！撞了
你又怎样！没爸没妈的孩子就不要
这么牛气！”

据李婷姐弟告诉记者，李磊顿
时怒了，握紧拳头冲上前挥了几下，
很快又跑进教室，抄起一把椅子
冲了出来——这时，对方已经跑得
没影了。李磊狠狠地出了口气，结

2013 年 12 月 28日中午，整个
午饭过程中，李磊一直在玩手机游
戏，间或才匆忙扒入几口饭菜。在
与姐弟俩相处的半天时间里，对
于这种情况，记者已见惯不怪。采
访过程中，李磊的眼睛几乎没有离
开过手机屏幕。只有当一个问题被
反复问起，他才会给出诸如“嗯”、

“不知道”、“没有”之类的简短回答。
如果被禁止上网玩游戏，李磊

会怎样？对于这个假设，李婷给出
答案：“他敢把床单拧成绳子，从7
米多高滑下去！”

这件事发生在李磊被父亲接
去常德石门的第三年——2010 年，
他 11岁，在当地某校寄读。

一天深夜，李磊和同学约好去
网吧玩“枪战”，但此时楼道大门
已被反锁。其他人都打算放弃，李
磊却跑回寝室，把带去学校的几床
新被褥全搬了出来，抽去被芯，将

被套用水打湿后拧成绳，一头系在
二楼栏杆处，接着，抓住“绳子”
从7 米多高的楼上滑下，再翻墙爬
出校外……

而李磊还“做过比这更疯狂的
事”：“信不信我可以不花一分钱，
在网吧‘住’上半个月！”——托
记者的“福”，弟弟的这一疯狂之举，
连李婷也是头回听说。

那是 2012 年 9 月，李磊没能
像其他小学毕业生那样顺利升入
初中，“在那里（指石门县），因成
绩太差，没有一所中学愿意要我。”
这一打击让他沮丧了好一阵，把
自己关在家一个多月后才渐渐“想
开”：“既然不要读书，正好可以
天天玩游戏！”也就是从那时起，
李磊在游戏厅里学会了一门“绝
活”——“打鱼”。

“一个币一分，有时运气好，连
‘捞’几条大鱼，一盘能赢好几百

块钱！”据李磊说，“赋闲”的那两
年，自己白天在游戏厅“挣钱”，晚
上就在网吧通宵上网。最疯狂的一
次，这种日子一连持续了半个多月，

“那时一天也吃三顿，中午、下午
叫外卖，晚上吃方便面。”住网吧
除为更畅快地玩游戏外，还因为“那
个（指石门县的）家，爸爸经常没回，
我也不喜欢家里的‘姐姐’”。

在记者随后的电话采访中，李
典强承认儿子如今的叛逆性格与自
己长期外出、无暇看顾有着直接关
系。不过，他也有委屈：“我是跑长
途货运的，不出门就没有生活来源。”

聊及未来，李婷没有多做犹
豫 ：“我也想过，等我毕业后，如
果弟弟还在这里（指邵阳）读书，
我便就地做点小生意陪他；如果没
有学校愿意收，我就带他回家——
以后，我来养着他！”

她是所有贫困学子的榜样
“这个女孩的确很优秀。以前我

只知道她学习成绩很好，积极参加
活动，也拿过很多奖，这次看到‘自
强之星’评选的自述材料后才知道
她还有这样一段鲜为人知、也让人
由衷敬佩的坎坷经历。她是所有贫
困学子的榜样，也是学校的骄傲。”

——朱青（邵阳学院体育系总
支书记） 

换做是我，做不到这些
“李婷是个善良的女孩，对老

师、同学一直很友善，每次路上碰见
总会主动笑着向人打招呼。以前，她
刻苦学习之余还坚持打工自立，已
经很不容易了，现在又把弟弟带在身
边照顾——说实话，如果换做是我，
我做不到这些。”

——孙影波（李婷所在班级班
长）

同为“自强之星”候选人，
她令我敬佩

“我和李婷这次都被举荐参加学
校的‘自强之星’评选。而且，我
和她一样，都是出身单亲家庭，人
生经历也有相似之处。但作为同班
同学、室友兼朋友，我应当向她学习，
她很令我敬佩。”

——朱恩慧（李婷的同学、室
友）

人物背景简介：
洪战辉，1982 年生，河南省

西华县人，中南大学教师。先后就
读于湖南怀化学院、中南大学。因
带着捡来的妹妹艰难求学 12 年，
2005 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人物”
之一，成为时代偶像。

“麻烦你将李婷的电话告诉
我，我想跟她好好聊聊。”2013 年
12 月 30 日下午，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电话联系上了洪战辉，在听记
者简要讲述李婷的经历后，他主动
索要联系方式，“我想告诉并鼓励
她，她的行为值得所有人学习。”

在“过来人”洪战辉看来，作
为一名年轻女孩，在母亲过世后主

动肩负起“家长”的责任，带上弟
弟一道求学，其中的艰辛是外人难
以想象的。“虽然过程很难，但希
望李婷能够坚持下去，庇佑弟弟的
同时，也让自己的人生不留遗憾。”

此外，洪战辉也对李婷提出了
一些小建议：对于目前看来正处在
叛逆期的弟弟，最重要的是平等
交流，且在此过程中培养对方的自
主性与独立性。要想让弟弟服管，
同时又保持“亲密”关系，姐姐的
身份就不能光是“姐姐”，更要与弟
弟交朋友，将其视为独立个体来尊
重，包括尊重他的情感、意愿、选
择甚至隐私。只有这样，弟弟才会
喜欢你、信任你，把你当作知心朋
友，愿意与你交流思想。

“女版洪战辉”带着弟弟上大学

果却是“那个同学竟说是我先惹的
事，因为他成绩好，所以老师相信
了他”。对于“冲动”的后果，李磊
说自己一点也不后悔：“谁叫他那
样说我？！下次要还有人那么说，
我打得更狠！”

当然，因了这个“家长”身份，
李婷也没少受委屈。

去年10月的某天下午，李磊把
两名同学带回当时栖身的小店住了
一晚。“你同学的父母知道吗？”李
婷有些不放心。“知道知道！”李磊
言之凿凿地回答。可到了第二天，
李婷的手机差点被打爆，“有人看到
两名同学‘失踪’前是和我弟在一起，
所以学校、家长都打来电话问我知
不知道孩子的下落……”

“你怎么管教弟弟的！要把我们
家孩子弄丢了，你负责得起么！”一
名赶来接回孩子的妇女指着李婷大
骂，“唾沫星子喷了我一脸”。接着，

“几名家长揪着我的衣服把我推来
推去，我不敢抬头，更不敢辩驳，
只能把委屈、愤怒都往心里咽。”

附近的师生们听到动静后陆续
过来劝架，等到闹事家长走后，李
婷刚一关上店门，一直强忍着的眼
泪就夺眶而出。李磊则埋着头，良
久才开口说了句：“对不起，之前同
学跟我说已经告诉了父母，我以为
……”在李婷的印象中，这还是弟
弟头一回主动向自己认错和道歉，

“顿时觉得，再大的委屈也不算什
么了……”

20岁姐姐的豪气：以后，我可以养他！

■声音

他们眼中的李婷

■对话洪战辉

她的行为值得所有人学习

■采访后记

李婷告诉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
母亲苏雪兰去世当天，弟弟李磊在
家吃过早饭后就出了门，直到下午
5点多才回家——此时，距离母亲

“睡”去已有近 7 个小时。
去了哪？见了什么人？干了什么

事？李磊没主动说起，李婷也就没
问。2013 年 12月28日下午，当记
者轻声问起这些时，正在玩手机游
戏的李磊没有抬头，沉默近十秒后
才回答：“忘了。”

“那回家后的场景还记得吗？”
李磊依旧没有抬头 ,良久才又

回了句：“……忘了。”与此同时，
原本安静地放在桌下的两条腿突然
开始不自然地抖起来。“他有点紧
张。”李婷向记者小声“泄密”。

在李婷的讲述中，母亲过世后，
姐弟俩一起回校的最初几个星期，
两人之间少有交流。“但只要聊起
游戏，他就有说不完的话。”为与

弟弟有共同话题，李婷只好也开始
接触、尝试虚拟世界中热血、亢奋
的“战斗”，这才渐渐掌握弟弟的
一些脾性。

采访临近结束时，李婷的手机
突然响起充电提示音。“快没电了！”
被姐姐抢去手机的李磊，不满地
嘟囔了几句后，头也终于抬了起来。
记者抓住机会，这才有了见面以来
与李磊的唯一一段顺畅对话：

“觉得姐姐对你好么？”
“……好。”
“想过怎么感激姐姐吗？”
“谁敢欺负她，我就揍谁！”
“如果对方比你高、比你壮呢？”
“怕什么？！大不了破点皮，流

点血！你要不还手，别人还以为你怕
了他，下次肯定欺负得更凶！”李磊
搂住李婷的肩，又补了句，“我才不
要我姐养！我是男人，等我长大了，
我养她！”

■编后

每次为弟弟打饭，李婷都会注意营养搭配，对待自己则随便许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