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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老师，高中三年仅请一次病假

袁胜利高中的班主任台建武在接受采访时，对袁胜利赞不
绝口。“2013 年这孩子中考，我正好是他所在考场的监考老师，
当时看到他用嘴写字觉得很震撼，没想到这么有缘，袁胜利高
一就分到了我的班级。”这样的相识让台老师对袁胜利更加关
注，也经常嘱咐同学们帮助他。

台老师称，高一进校的袁胜利成绩中等偏下，但高中三年
却是最刻苦的，高考考进全班前三名。“我这里记录有每个同学
的档案，绝大部分同学都或多或少请过假，但是袁胜利从不迟
到或早退，三年仅有一次请假，还是看病，这在很多正常孩子都
是很难做到的，让我很震撼。”

灾难降临，花季少年四肢渐失力气

今年20岁的袁胜利，是六安市叶集中学的一名普通学生，家
住叶集区平岗办芮祠村，父母是普通农民。家庭虽然不富有，却也
生活得幸福美满。然而，袁胜利14岁那年的一次意外，改变了这
一切……

“大约在十四岁的时候发现双手没有力气，合肥、北京、上
海……能去的大医院基本上都去过了，做了很多检查，都没有
确诊，还做了两次大手术，仍不见效。”袁胜利的妈妈向记者诉说
着孩子的病情，眼眶已经湿润。

祸不单行，一年后，袁胜利的双腿也软弱无力，只剩下五成不
到的支撑力，勉强能够走路，稍微有些颠簸的路上就会摔倒。为
了能继续念书，袁胜利无奈学着用嘴巴写字、翻书。

治病前前后后花了30多万元，不仅花光家里的所有积蓄，还
欠下不少债。袁胜利的母亲既要照顾袁胜利，又要照顾5岁的弟
弟，家里仅靠他的父亲在厂里打零工维持基本的生活开支。

坚韧不屈，以嘴代手书写人生答卷

记者来到袁胜利家时，他正在写字。一间约 30 平方米的出
租房内，放着两张板床和一张书桌，一顶吊扇慢悠悠地转着，这就
是他们一家四口的卧室兼客厅和书房。

“平心静气，梦想加油”“志存高远，感恩”，一个个简单的词语，
袁胜利写起来却满头大汗，而这些词语，也正是他内心的追求。

“刚开始的时候，用嘴写字速度非常慢，写得也不工整，我就
慢慢摸索练习，不断调整身体坐姿，很长一段时间后，渐渐改善了
很多。”把笔杆咬破的事情也常有，以嘴代手，袁胜利却顺利走过
了中考和高考，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人生答卷。

□记者 于彩丽/文 黄洋洋/图

一本录取早已结束，不少考生们
都陆续收到了心仪已久的大学录取
通知书。六安市叶集中学的袁胜利
前不久收到了来自淮北师范大学的
录取通知书。超出二本分数线29分
的他，尝试填报了该学校的征集志
愿，幸运地被录取了。然而对于袁胜
利和他的父母来说，对未来生活和学
习的担忧远远超出了收到录取通知
书的喜悦。

由团省委、省文明办、省青基会
联合市场星报发起的安徽希望工程
2016“爱心圆梦大学”助学行动于
昨日启动，袁胜利作为本次资助对
象之一，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者
昨日来到六安叶集中学采访了他和
他的家人。

母亲一有时间就要替袁胜利按摩

人物小档案
姓名：袁胜利
年龄：20岁
毕业学校：六安叶集中学
高考成绩：总分502分（高出二本
线29分），语文95分，数学120
分，英语66分，理综221分。
录取专业：淮北师范大学应用化
学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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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家陪读，现实问题难倒好男儿

袁胜利和诸多准大学生一样，对大学生活充满期
待，不同的是，这份期待中夹杂着些许担忧。最让袁胜
利和家人悬心的是学业和经济问题。

大学的学费已然成为这个家庭的重担，而以袁
胜利的身体状况，上大学必须有人陪读，袁胜利父母
决定一家四口搬迁到淮北陪读。“首先我被化学专业
录取，听说这对动手做实验有很高的要求，我肯定做
不了，希望学校老师能给出建议转到适合我的专业，
比如计算机或者数学，可能会好点。另外，我的父
母、弟弟都去淮北的话，弟弟马上就要上小学了，没
有当地户口，入学是个难题。我爸妈都是农民出身，
到淮北一家四口开支大，加上我和我弟弟的学费，他
们能否顺利就业也是难题。在城市生活，租房也是
笔不小的开支，不知道学校里有没有一些合适的房
子，能给予父母和自己方便。”

采访最后，袁胜利说，无论如何，学习的道路不想
被阻挡。“社会给予我太多，我希望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去回报社会，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爱心圆梦大学，爱心燃起希望，如果您想参与爱
心活动，可登录安徽希望工程官方网站（http://www.

ahhope.org），专题网页将公布相关活动信息。

金榜题名，被一本高校录取

“看着孩子很受罪，身体上本来就跟一般人不一
样，为了学习用嘴写字，心里很不是滋味。”父亲曾一
度想让孩子放弃学业，但袁胜利强烈的求知欲打动
了父母亲。

苦心人天不负，在袁胜利的刻苦努力和老师、同
学的帮助下，袁胜利在今年高考取得了 502 分，高出
二本线29分，全班排名第三。

然而，去哪读书？学什么专业？却成了袁胜利
和父母的一大困扰。“也有人建议我们就近选择，但
是总觉得孩子好的成绩不能上好学校，对孩子不太
公平，后来就决定让孩子自己选择，无论哪个学校我
们都支持。”袁胜利的父亲告诉记者。

担心因为身体原因被拒收，有老师建议袁胜利
选择专业服从，并且尝试下一本补录，以便争取更多
的录取机会。“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填了淮北师范大学
的一本，还真被录取了。”

六安考生袁胜利
以嘴噙笔考上一本院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