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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改变命运：看他们的“马上幸福”
按照国人的传统观念，一直要过了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算过完春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近日，还不断有读者给本报打来电话聊“春节怎么过的”

这个话题。令我们欣慰的是，其中不乏因《今日女报》的关注和报道，而改变了生活态度或处境的读者，言词间充满感激。欣慰之余，又突然多
了一份“牵挂”：这两年，我们不遗余力关注过的那些女性、那些孩子、那些大众眼里的“弱势群体”，他们这个新年过得怎样？

如果您一直是我们的读者，那么接下来一一登场的这些主人公，也许你都会有些似曾相识，他们是——
无论身份的悬殊还是病魔的力量都不能将之分开、令无数人“又重新开始相信爱情了”的湘潭大学“红豆饼夫妻”；即将刑满获释，但对未来

能否重新融入社会忧心忡忡的湖南女子监狱服刑犯人；坚守在大山深处“袖珍学校”里的代课老师；因忍受不了贫困而妈妈逃婚或改嫁的“无妈乡”
孩子；一度被困在洞庭湖深处、几近“弹尽粮绝”的“天吊户”……

没错，他们都曾是我们重点报道的对象。选择在元宵节这个时间节点推出对他们的新年回访，一方面是想了解在今日女报 / 凤网率先关注后，
他们的生活有了哪些积极变化；另一方面也因为，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积极变化都是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让我们一起看看，大家的爱心
和善举，彰显着怎样的力量。 

约定于 2 月12日晚的采访，由于实
在身体欠佳，李时华不得不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说抱歉，由原本不善言谈的丈
夫刘卫东替代她接受采访。

这个春节，对于夫妻俩来说，有着完
全不一样的感受。

“往年我们都会回老家安化过年，那
边亲友比较多。”刘卫东说，今年之所以
选择留在湘潭，是由于李时华节后有个手
术，得好好调养身体，不宜舟车劳顿。

因为留在湘潭，所以，春节就完全不
一样了。

只在家休息了几天，刘卫东便上街卖
起了红豆饼。“生意非常好，现在很多人都
认识我，一般出摊后很快就能卖光——
这是因为你们的报道让我们成了公众人
物。”

成为公众人物后的夫妇俩，所承受的
关注目光多了很多，虽然其中绝大多数是
出于关爱，但还是让两人多少有些不自在。

大年初五，刘卫东上街卖红豆饼时，
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过来买了几个红豆
饼，放下一张百元大钞后转身就跑开了。
等刘卫东反应过来，女孩们已经走远，他
追出好一段才把该找的钱找给对方。对于
这份坚持，刘卫东解释说：“生活上的困难
我们可以想办法去克服，但别人的钱，我
们不能随便要。”

李时华更是向丈夫提出要求：“我们
的生活与社会上许多为了活着而奔波的人
一样，很普通。我们不需要出名，也不需
要荣誉，能过正常的日子就满足了，就是
一种幸福。”

不过，一名癌症病人即使想过普通人
的生活，也是不容易的。“会遇到很多问
题。随便举个例子，她的免疫力很差，经
常感冒，这对于正常人或许是小问题，但
对于她，稍不注意就可能致命。”刘卫东
说，这也是他从不敢离开妻子外出打工的
原因。

今年春节虽然没回老家，但家里客人
不断。“因为你们的报道，几乎全国人民
都知道了我们的事。有些很久不曾联系的
同学和朋友，也打来电话问候甚至亲自上
门探望。”刘卫东说，这些关爱让他感动。

而现在，刘卫东正面临选择。
就在今日女报 /凤网推出报道的当天，

文章被连续三四天挂在湘潭大学官网上。
“很多校领导都知道了他们夫妻的故事。”
学校宣传部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2013 年 12 月19日上午，刚刚上任的
校党委书记章兢就登门看望了李时华。

“章书记当时问我们：‘从媒体上看到
你们有一个心愿，就是非常想有个固定摊
位卖红豆饼，是不是这样？’得到我们的
肯定回答后，章书记说学校会想办法帮助
解决，还说‘绝不能让模范过苦日子’。”

春节前夕，学校相关部门领导找到夫
妇俩，说可以让刘卫东在校食堂设置一
个窗口卖红豆饼。不过，学校也提出了要
求：窗口一旦设立，刘卫东就必须跟其它
窗口一样，每天严格遵守作息时间，且不
得再在外摆摊。

有个固定的营业场地一直是刘卫东所
渴望的，但学校相关部门提出的条件让他
陷入了矛盾中：“我爱人经常身体出状况，
所以我的时间不是我能够决定的。”但刘
卫东也表示了对学校规章的理解，“否则，
对其他经营者不公平。”

“如果能有个独立的小门面，哪怕只
有两三个平方，都再好不过了。这样，我
可以自行支配时间，不用担心影响到别人，
并可以随时照顾我爱人。”刘卫东称，对
他的这一想法，校方还在考虑中。而他希
望，春节过后能实现这个心愿。

另据悉，1月8日，《光明日报》一版
头条推出通讯《讲台上，梅花傲雪——记
与癌症搏斗坚守教学一线的湘潭大学副
教授李时华》，再次引起社会各界对于这
对“红豆饼夫妻”的极大关注。

再过几天就要开学了，2
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二，隆
回县大水田乡香溪村年已六
旬的村支书刘光长特地起了
个早，来到村活动中心——
这里同时也是全县最小的“学
校”——香溪村教学点的驻
点。围绕焕然一新的活动中
心，刘光长认真“视察”了
一圈，对开学准备工作基本
表示满意。

在刘光长看来，这个春
节的喜庆程度要胜过往年许
多。6 年前，为了孩子们能
够就近入学，刘光长到处“化
缘”才建成这栋虽为两层
楼、但实际只有上下两间房
的村活动中心，并将相对较
好的一间房让给孩子们作为
教室。尽管新教室也极其简
陋，窗户处甚至连块玻璃都
没有，比起之前那间用了几
十年的木质危房却已经要好
上太多了。虽然如此，但是，
前来就读的孩子还是越来越
少。

而 2013 年有些不一样
了，这个地处偏远贫困山区
的教学点发生了巨大变化。

“都是因为你们的报道，
让我们教学点‘丑小鸭’变‘白
天鹅’了！”大水田中心学
校校长段绪斌向记者打了个
在他看来“不很恰当但很形
象”的比喻。

当年1月18日，今日女
报 / 凤网记者一行四人踏雪
而至，来到大水田乡对回楚
湘与赵晓明这一老一少、却
同样坚守在大山的敬业教师
进行了采访。

报道发表后，改变在期
盼之中，也似乎在意料之中。

“我当时就希望，有社
会爱心人士能够看到这个报

■回访

“红豆饼夫妻”：能过正常日子就是幸福

在湘潭大学，有对很耐人寻味的夫妻：妻
子是经济学副教授，丈夫却不是与之登对的
学术名流——他在最靠近妻子的地方摆了个
小摊，专卖红豆饼。

并非丈夫刘卫东胸无大志，他能如此坚
持，只为守护妻子李时华的生命。此前，他
用 9 年的坚持帮助妻子完成了从一名中专生到
博士的人生飞越；在妻子不幸罹患鼻咽癌后，
他又用男人的坚强与担当将羸弱的病妻置于
自己的羽翼之下，让她在经历生死考验后，依
旧能够满面幸福地追寻梦想……

2013 年 12 月 10 日，今日女报 / 凤网独家
推出长篇通讯《湘大副教授和她的小商贩丈
夫》，夫妻俩相守相爱、不离不弃的故事迅速
感动到全国读者，刘卫东也因此被媒体和网
友称为“中国好丈夫”。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袖珍学校”大变样，
更多孩子选择在“家”上学

邵阳市隆回县大水田乡白马山，“湘中第一高峰”顶心堂就位于此，海拔 1780 米。
白马山虽山势雄伟、景色奇秀，但一位名叫回楚湘的半百教师、23 个七八岁的娃娃，才

是山上最为特殊的风景。由于仅有一个班级，人数也太少，完全不能构成一所“学校”，隆
回县教育局把这里称为“白马山教学点”。而位于白马山山脚的“香溪村教学点”规模更小，
仅仅只有 10 名学生，由“90 后”伢子赵晓明“执掌教鞭”。

2013 年 1 月 25 日，本报推出报道《山上山下，一老一少——深山教师和他俩的“袖珍
学校”》，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见证了回楚湘长达 38 年的坚守——从“大哥哥”变成“回爸爸”，
直到“熬”成时年 58 岁的“回爷爷”；以及时年 22 岁的赵晓明抛却大城市里的繁华、转投
寂寞山野这一行为背后的传承意义。两人的付出与奉献，都是为用知识的力量替更多渴望飞
出深山的孩子插上“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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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邵阳市隆回县大水田乡白马山，“湘中第
一高峰”顶心堂就位于此，海拔1780米。山高风急是
此地最明显的特征。

白马山虽然山势雄伟、景色奇秀，但一位58岁的
教师、23个七八岁的娃娃，却是山上最为特殊的一道
风景。由于仅有一个班级，人数也太少，完全不能构
成一所“学校”，隆回县教育局把这里称为“白马山
教学点”。

2013年1月18日，今日女报/凤网记者沿着绵延的
山路攀爬至此。虽然离新年第一场雪已经过去一个
多星期，但教学点周围依然有积雪残留。

寒气逼人的教室里，23个孩子背手挺胸而坐，摇
晃着脑袋大声诵读，小脸蛋冻得通红。

三年前，环境比这更糟。那会，教学点还“蜗居”
在一栋简陋的木阁楼里，没有通电，甚至找不出一扇装
有完整玻璃的窗子——由于年久失修，孩子们嬉戏打
闹时能感觉到屋子在摇晃。

安全问题引起了隆回县教育局的关注。经过多
方努力，才终于有了现在的新教室。教室换了，教学
点的老师却38年没换过了。

回楚湘是20岁那年来到白马山教学点的，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从“回哥哥”变成“回爸爸”，直到“熬”
成58岁的“回爷爷”。

38年里，回楚湘已经习惯每天天刚亮便出门，一路
大声吆喝，而家就分布在山谷各处的孩子们，一个个像
变魔术似的应声冒出来，向他聚拢。待数齐全部孩子
后，回楚湘带领他们，沿着蜿蜒的山路奔向教学点。

到下午3时，回楚湘就会宣布放学，“很多孩子
都要送，等把最后一个孩子送到家，基本已经天黑
了。”往返一趟不容易，故师生们中午都不回家吃饭，
“家里条件好的会带些零食来，少数孩子就只有挨
饿了。”至于回楚湘自己，也往往只是就着冷水啃个把
红薯。所以，每天放学时他都不忘叮嘱孩子们：明天
的早餐要多吃点。好在这种情况从2012年3月开始有
了改善，孩子们在中午时分可以吃到由国家统一安排
的“营养餐”。

回楚湘对孩子们叮嘱最多的还是“一定要好好
读书，争取走出大山”。经他手“走出去”的孩子已经
一拨又一拨，“有的考上了省会长沙的大学，有的甚至
去了更远的上海和北京”。只有回楚湘，依然驻守在
孩子们求知的起点。

一个如今在中南大学念书的学生给回楚湘写
信说：“老师，哪怕‘学校’再简陋，外面的世界再繁
华——这里依然是我们成长的摇篮，而您，永远是我
们最尊敬的老师！”

如今，孩子们心目中“最尊敬的回老师”，由于长
年的劳累，已经真的老了。

“山上雾大，回老师又每天起早贪黑，难怪会患
上严重的风湿；长期不合理的饮食习惯也深深伤到了
他的胃。”陪同记者一行的大水田中心学校校长段绪
斌不无心疼。

“回老师在这里教学38年，在我的印象里没有
请过一天假，这能不能申请吉尼斯纪录？”聊到回楚
湘，大水田乡党委书记周春锦肃然起敬。

临近采访结束时，回楚湘道出自己最大的担忧：
“还有两年我就退休了，只要身体许可，我会坚持干
下去，只是万一有天我走不动了，接下来的孩子们怎
么办？”

回楚湘的担忧，也正是段绪斌的为难之处：“我们一
直在对外招聘接替他的教师，只是，有谁愿意来呢？”

同属隆回县大水田乡，在白马山山脚，与白马山
教学点海拔相差800米、距离相去20公里的香溪村
教学点，2012年9月迎来了一名“90后”教师，他叫赵
晓明。

与前者相比，香溪村教学点的规模更小，仅仅
只有10个学生。

1991年出生的赵晓明，毕业于湖南第一师范。
从繁华的省会长沙来到如今的教学点，不过5个小时
车程，时空上却仿佛相隔许多年。

5张课桌，5条板凳，10个孩子“像村干部们平
时开会一样”围成三面，这令赵晓明领读课文时不
得不打转转，好让孩子们都能看到自己。课间，教学
点门前一架锈迹斑斑、酷似跷跷板形状的铁器，是
受10个孩子争抢的唯一一件“大型玩具”。遇上雨
天，外面到处是泥泞，玩“跷跷板”也成了奢望。

这还不是香溪村教学点最“寒酸”的时候。
与教学点比邻而立的一栋说不上“年龄”的老木

房，是教学点的前身。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香溪村
多数村民都是在这里学会读书和写字的。

6年前，老木房被鉴定为危房，加上生源实在
太少——最少的时候仅有7人，“教学点存在的必要
性”一度让当地教育部门很是矛盾。

“替寥寥几个孩子建教室，确实很难解决资金
问题。”大水田中心学校校长段绪斌称。

为让年幼的孩子尽可能在离家近的地方念书
（如去乡中心小学寄读，不但生活成本高，来去还
要翻越近20公里崎岖山路——记者注），香溪村人
行动了起来。2007年，年近六旬的村支书刘光长四
处筹措资金，建起一栋两层楼的村活动中心，一楼
仅有的两间房，让出稍好的这间给孩子们做了教
室，另一间留给村委会办公用。隆回县教育局在师
资紧张的情况下，给香溪村派来了一名公办教师，
他就是赵晓明，是村民们记忆中第四位前来执教的
公办老师。

“选择来这里，谈不上有多么崇高的思想，只因
为我自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我知道孩子们需要什
么，父母也很支持我。”22岁的赵晓明言辞谦和而诚
恳。

赵晓明家在与香溪村相邻的村子里，距教学点
有15公里，由于没有宿舍，他除偶尔借宿在村民家
外，只能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山里风大且冷，小伙子
一双手冻得红肿龟裂。

除教学工作外，与回楚湘一样，送住得远、路不好
走的孩子放学回家也是赵晓明经常要做的。

7岁的宁志雄已经记不清赵老师送过他多少次
了。

宁志雄的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因回家路上必
须攀爬一个近70度的陡坡，天气好的时候他还可以
自己应付，一旦下雨路滑，往往只能靠“赵老师像牵
牛一样把我拉上坡”。赵晓明小声地接过孩子的话：
“我希望不但能够把这些孩子拉上山坡，还能拉着
他们翻越大山，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觉得自己能在这里坚持多久？”今日女报/凤
网记者问。

“确实还没想过这个问题。不过，既然选择了，
我就不会后悔。”

听记者提起在山上执教了38年的回楚湘，赵晓
明抬头望向白马山山峰：“说真的，我对他只有仰
望。”

赵晓明的举动，应能多少抚慰到回楚湘与段绪斌的忧虑：哪怕条
件再苦，也总有热血青年愿意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渴望知识的山区孩
子们。

只是，相对广袤的山区，相对那一双双正“嗷嗷待哺”的纯真眼
睛，这样的奉献还远远不够。

又或者，我们应该这样想，圆山区孩子的求学梦，不能仅仅依靠
个别人“殉道式”的奉献——尽管这种奉献，看上去是那么的壮美。

他们都是亟待社会关注与帮助的人群，不光深山里的孩子，还有
那些为了理想也好、出于责任也罢，而选择驻守在深山里的教师。

“      后”的守望 “      后”的传承

·编后·

山上气温太低，大清早刚进教室时，回楚湘的眉毛常被寒
气凝住了，成为孩子们口中的“白眉爷爷”。

如今的校舍虽然
空落简陋，但好
歹告别了昔日的
危房。

“快排队站好，准备拍照啦！”记者的到来，让“全校师生”有了第一张“全家福”。

一个孩子从家里带来的小“火箱”，是教室里唯一的热源。

男孩子们更习惯在户外以打闹取暖。身后那张门是他们的“校门”。

妻儿都不在身边，这台老式收录机是回楚湘闲暇时最好的“伙伴”。

爸爸的柴刀，孩子的“削笔刀”。

一间并不大的教室，装下全校师生居然还绰绰有余。

这堂课的主题是“网上拜年”，小赵老师花了整整半个钟
头，才勉强让从没见过电脑的孩子们认识什么是因特网。

这就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跷跷板”。

老师教得卖力，学生们学得认真。
每逢天气不好，赵晓明都会将家住山上的学生一一送回家。宁志雄就

是其中一个。

新旧校舍只有一步之遥，对于这里的孩子而言却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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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山教师和他俩的“袖珍学校”
图：今日女报/凤网记者 刘立稳    文：今日女报/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见习记者 彭涉涛

山上山下，一老一少——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报道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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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豆饼里的爱情：

湘大副教授和她的小摊贩丈夫

排除万难，
他为妻子拉开求学风帆A

2001年，在湖南师范大学
完成成人本科学习后，李时华
跨专业考上了湖南师范大学经
济学硕士。为了实现这个跨越，
李时华可谓是呕心沥血。在准
备考研的半年时间里，她每天
早上 6 点起床去自习室，晚上
近 12 点才回寝室。让李时华愧
疚的是：“经常是每天学习完后，
才想起要给老家的丈夫和年幼
的儿子打个电话，但往往又因为
到了半夜而作罢。”

“书读得越多，感觉知道的
越少。”回忆起那段求学时光，
虽然艰辛，但也是让李时华最
为自豪的，“我看到我的导师把
治学当成生命，作为他的学生，
我希望自己也能够跟我的导师
一样，把所有的压力抛到一边，
通过努力与耕耘，让自己学有所
成。”

2004 年，研究生毕业后，
李时华一鼓作气，考上了湘潭
大学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2008 年 7月，李时华通过博士
论文答辩，拿到了湘潭大学政
治经济学博士学位。此时，距
李时华1999 年做出继续求学的
决定，已经过去了整整 9 年。9
年的时间里，她完成了从一个中
专生到博士的飞越。

而李时华成功的背后，是

刘卫东的苦涩。巨大的生活压
力，几乎要把他压垮了，而且为
了李时华读书，家里已经欠了
不少债。

好在，幸运之神终于眷顾
了这个家庭。李时华在完成博
士学业后，因为成绩优异，被
湘潭大学聘为副教授，留在该
校商学院教经济学。

学有所成的李时华，也到
了兑现自己承诺的时刻。2008
年 8月，李时华把丈夫刘卫东
和儿子接到了湘潭大学团聚。
曾经周边人的不解和奚落，此
时变成了众口一词的敬佩和赞
叹。

2008 年开学后，李时华以
副教授的身份，走上了湘潭大
学的讲台。对于李时华来说，
这是极其庄严的一刻，而默默
为此付出多年的刘卫东，此刻
走在充满朝气的大学校园里，
幸福得有些不知所措。

可是，幸福并没有持续多
久。任教后不久，李时华就发
现自己鼻孔里经常有血丝，而
且伴有鼻塞、耳鸣等症状。最
初，李时华并没有在意，但细
心的刘卫东感觉到妻子的异常
后，坚决要带李时华去医院。

2008 年 9 月 4 日上午，刘
卫东带着李时华来到湘潭市中

心医院。原本以为只是一个小
炎症，可一系列的检查过后，
医生的神色凝重了。

“主治医生把我喊到另外一
个办公室。”即便已经过去 5 年，
刘卫东依然不忍心回忆那揪心
的一幕，“医生说，我爱人的病
情不乐观，是鼻咽癌。”听完医
生的话，刘卫东惊呆了。

强打起精神，刘卫东见到
妻子后，还是给了她善意的谎言：

“我安慰她，说没有什么事，打
打消炎针、吃点药就好了。”

回到家，安顿好李时华，
刘卫东这才走到隔壁房间，压
低声音给在老家当医生的妹妹
打电话。

从妹妹那里，刘卫东才进
一步知道鼻咽癌是多么可怕。

“早期发现的生存时间才 5 年，
而我爱人那时候已经到了中晚
期。即便积极治疗，一般也才
能够活两年。”生活为什么如此
残酷？这个坚强的汉子，终于再
也抑制不住悲伤，小声地抽泣
了起来。

刘卫东的电话，被还没有
睡着的李时华听得一清二楚。
得知自己罹患重病，乐观的李
时华没有崩溃，反倒走过去安
慰起了丈夫：“我还有很多事情
没有完成，一时还走不了。”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谭里和 实习生 宁璐

在湘潭大学，有一对特别不一样的夫妻：妻子是学校的经济学副教授，丈夫却不是与之登对的学术名流——他在最靠近妻子的地方摆了
个小摊，专卖红豆饼。他考虑得最多的经济问题是“菜市场的菜是不是又涨价了”。

并非丈夫胸无大志，如此坚持，只是为了守护妻子的生命。而在此前，他用 9 年的坚持帮助妻子完成了从一名中专生到博士的人生飞越；
如今，他依旧用男人的坚强与担当将羸弱的妻子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让她在经历生死考验后，依旧能够满面幸福地追寻自己的梦想。

12 月 3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来到湘潭大学，走近刘卫东、李时华夫妇，也走进了这一段至死不渝的感情。

鼻咽癌是一种恶性肿瘤，且来
势凶猛，如果不及时治疗，后果不堪
设想。但摆在刘卫东夫妻面前最大
的问题是，家里实在是没有钱了。

这时，有人告诉刘卫东，如果李
时华在湘潭治疗的话，医疗花费报
销比例比较高，如果去长沙治疗，最
多只能报销一半。

左思右想，刘卫东最后还是决
定把李时华送到湖南省肿瘤医院治
疗。“不要说还能报销一点，就算没
有一分钱报销，我也要送她去最好
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这是我妻
子的命，也就是我们家的希望啊！”

幸运的是，在湖南省肿瘤医院，
李时华的病情得到了控制，癌细胞
并没有转移。半年后，李时华出院回
家休养。有一天，李时华跟丈夫商量，
她想向学校申请上课。一开始，刘卫
东坚决不同意，他担心妻子经不起
折腾。可李时华很执拗：“别人都说，
癌症病人一半都是被吓死的，但对
我来说，只要能给学生上课，就是
最好的治疗方式。”

见说服不了妻子，刘卫东只得同
意。

2009 年下半年，李时华重新走
上了讲台。得知李时华老师带病坚持
回到课堂，学生们都很感动。由于
李时华在放疗、化疗时脖子被烧伤，
视力和听力受到很大影响，所以每次
给新学生上课时，她总会有几句特
别的开场白：“我生过病，喉咙不舒服，
所以声音不大；耳朵也听不太清。请
大家见谅。”

李时华现在任班主任的湘潭大
学 2010 级国际经济与贸易二班学生
范振楚，说起老师李时华，言语中
总充满了感动：“学生最听她的话，
她是我们最尊敬的老师。”班长王希
彤也说，李老师虽然身体不好，却
依旧关心班上的每个学生，她所带
的班级成绩也很好，四级通过率达
90.4%，六级通过率为 60%，专业课
成绩也居于学院前列。而湘潭大学
宣传部提供的一份材料显示，李时
华这些年虽然患病，但是“发表了十
多篇学术论文”。同在商学院的谭燕
芝教授提到这个不服输的同事时，也
满是赞赏。

而对于自己取得的这些成绩，李

时华都归功于丈夫刘卫东。
“我这个病不是一般的麻烦。”

李时华说，患病后，她在衣食住行方
面都要很注意，稍不注意就会发病
或者导致病情恶化。“我沾不了油烟，
只能吃蔬菜，而且在烹饪方式上还
很讲究，只能水煮，要先放水，再开
火。我丈夫严格按照医生嘱咐的去
烹饪饭菜。尽管这样做出来的菜没
什么口味，但他顿顿都陪着我一起吃
那些菜，还打趣说是营养餐。”不过，
刘卫东最纠结的还是家里的经济状
况。为了控制病情，李时华必须每天
吃药，这些药物都很昂贵。而且虚弱
的李时华几乎离不开刘卫东的照顾，
他根本抽不出身出去赚钱。

为了缓解压力，刘卫东想了不少
办法。李时华所在的湘潭大学商学院
领导办公室需要找人打扫卫生，每
月360 元，这原本是给学生勤工俭
学的岗位。自尊心强的刘卫东咬牙
应了下来。“那是给我妻子治病的钱，
能赚到一分是一分。”接着，刘卫东
又在湘潭大学附近卖起了麻辣烫，后
来看到学生喜欢吃红豆饼，刘卫东
又开始学习做红豆饼，摆了个小摊。

就这样，妻子在讲台上教书育人，
丈夫便在她转身便可触及到的地方，
用最大的爱呵护着她的生命。

“想起他的付出，我哭过很多
次。”李时华说，生病化疗的时候，
每次都是生死考验，但她都没掉过
眼泪。但只要一想起丈夫受过的苦、
为自己做过的事，她就总是无法抑制
自己的泪水，“如果不是他，我活不
到现在，也不可能实现我的梦想。”

“纵使生活于刘卫东、李时华夫
妇是如此艰难，但在困难面前，他
们依然是强者。”12 月 9日，湘潭大
学宣传部副部长赵猛对今日女报 / 凤
网记者说 ：“曾经有人提出要给他们
捐助，但是被拒绝了。他们说，要自
食其力。这份不屈不挠、生死相依的
情感，也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正能
量。”

“和一些人比起来，也许我们是
困难的，但社会上总还有比我们更困
难的人。我们只想自食其力，把日子
过下去。”说这话时，卖红豆饼的刘
卫东身上还粘着面粉，满脸沧桑，但
语气很坚定。

12月3日，美丽的湘潭大学，
学生宿舍楼区过道两边，刘卫
东经营的红豆饼摊点并不显眼。
只是，这个小小的摊点生意却
不错，不时有学生围拢过来，
大多数人都熟门熟路，也不需
要问价格——虽然刘卫东的摊
点是流动的，但回头客却不少。

高等学府周边往往小吃商
店、摊点林立，而湘潭大学的
老师和学生格外青睐刘卫东卖
的红豆饼，并不只是因为他做得
好吃，更因为在这个卖红豆饼
的憨厚汉子背后，有着一个感
人的“救教授妻子”的故事——
别看刘卫东只是一个平凡的小
摊贩，但他的妻子李时华，却
是这所全国重点大学——湘潭
大学商学院的博士、副教授。

也许不少人会觉得有些不
可思议：两个身份如此悬殊的
人，是如何走到一起，又如何
相知相守的呢？这还得从两人
的初识说起。

刘卫东和李时华的老家都
在益阳市安化县。曾经，刘卫东
也拥有一份在安化县供销社里
的体面工作。1989 年，22 岁的

刘卫东在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
19岁的李时华。那时，李时华才
从益阳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当地
中学教书，“是很多人喜欢的才
华和美丽并存的老师”。

刘卫东用自己的诚实本分、
体贴入微，给了李时华一份踏
实的感情。一年后，两人步入了
婚姻殿堂。

当时，夫妻俩都有稳定的工
作，儿子又顺利出生，尽管生活
不算富裕，但两人却分外珍惜
这细水长流的幸福。

不过，在李时华的内心深
处，还是有着一份抹不去的遗
憾。

在李时华 29 岁那年，她终
于鼓起勇气告诉丈夫刘卫东，
说她其实一直想继续读书，因
为在读师范时，她错失了中专
升大学的机会。妻子的这份上
进心，刘卫东看在眼里。为了
圆妻子的求学梦，刘卫东承诺：

“你想读书现在还可以读，我一
定支持你。”

“如果我去读书，儿子才 8
岁，家里怎么办？”虽然丈夫表
示支持，但现实却并不乐观——

刘卫东已经在一年前下岗，如
果李时华现在去读书，那家里
的担子就都会落在丈夫一个人
的肩上。

经过一番思量，刘卫东用
自己的担当和坚毅，最终让李
时华走出了继续求学的第一步。

1999 年，李时华通过了全
国成人高考，考入湖南师范大
学继续教育学院，并就读英语
专业。

刘卫东送妻子去长沙读书
后，身边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
各种议论也充斥着刘卫东的耳
朵：“你真是太傻了，你让妻子
去读书，等她把书读好了，眼界
也开了，她也就离开你这个家了。
你这不是在亲手葬送自己的婚
姻吗？”可不管别人怎么说，刘
卫东还是坚定了自己的决心，他
也相信妻子在学成后一定不会
辜负他和这个家：“只要她有本
事，不要说去读本科，就是读
研究生、读博士，我都会帮她
把这个家扛起来。”

但让刘卫东没想到的是，
妻子在求学的道路上，居然会走
得那么高、那么远。

学有所成，
幸福背后却有病魔来袭B

生死相依，
卖红豆饼的丈夫是她最大的财富C

刘卫东（左）在湘潭大学开的这个卖红豆饼的小摊很受师生欢迎。

报道回顾

道，因为农村教育尤其是偏
远贫困山区的教育真的亟待
关注！除了教育部门，更需
要有社会的参与！”隆回县
教育局局长彭和生说。

在当时的报道中，对于
香溪村教学点有这样的描
述：五张课桌，五张板凳，
10 个孩子“像村干部们平时
开会一样”围成三面，这令
赵晓明领读课文时不得不打
转转，好让孩子们都能看到
自己。课间，教学点门前一
座锈迹斑斑、酷似跷跷板形
状的铁器，是 10 个孩子争
抢的唯一一件“大型玩具”。
遇上雨天，外面到处是泥
泞，玩“跷跷板”也成了奢
望……

而随着本报报道影响力
的扩散，如今，这幅景象已
经有了极大改观：

当年 6月，深圳一家医
药公司的负责人主动联系记
者，在进行实地考察后承诺
将为香溪村教学点定制12张
课桌（每张课桌可坐两名学
生）、配备超薄电视和 DVD；
向赵晓明老师提供手提电脑
并把网线迁到教学点，以方

便这些深山里的孩子了解外
面的世界；为小“操场”铺
上水泥并安装防护栏……

2 月11日，段绪斌在电
话里向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报喜：爱心人士当初的承诺
现已全部兑现。

对于今年 7岁的宁志雄
而言，这个春节也有些不一
样，因为元宵节过后，他就
有伴一起上学啦！宁志雄 5
岁的堂弟原本要被在外打工
的父母带去温州念书的，但
春节回家时看到教学点条件
有了极大改善，父母决定将
他留在家就近入学。

至于坚守在大水田乡另
一处教学点的回楚湘老师，
春节则多少过得有些纠结。
之前是由于没人愿意来这里
执教，已到退休年龄的他为
了孩子们而不忍放下教鞭，
但经过本报报道后，已有热
衷教育的年轻人打电话表示
愿意来接力支教，可终于有
望歇下来颐养天年了，回楚
湘却一直向记者絮叨着“还
是舍不得这些孩子啊”——
走抑或留，这也不失为一种
幸福的“纠结”吧。

（下转 A06 版）

本报部分报道对象的元宵回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