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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
出镜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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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访时间：昨天
回访人物：陈小红

“为了给女儿凑训练费，
我想把最后一批手工鞋卖掉，
然后去外地打工。我可以当
保姆，可以帮别人看孩子，只
要有双手，我相信女儿的成才
之路不会断”……

昨天，看到短信，心里顷
刻 间 有 种 说 不 出 的 滋 味 。
2005 年陈小红驮着女儿在求
学路上奔波的背影再次浮现
在眼前。 晚报记者 常亮 文/图

7年来，她一直用毛
线为女儿“编织”未来

再次走进陈小红的家，房间里的
一切几乎没有改变，破旧的沙发、简
单的家具，还有那台老款的 18英寸电
视机……

陈小红坐在床边，左手拿着一团
淡黄色的毛线，右手里一根细长的毛
衣针不停在一只童鞋上穿来穿去。

这双童鞋织完后，她将带上另外
几双号码较大的童鞋送到一名客户家
里。这几双鞋能卖60块钱。

“小靖怡需要的训练费越来越高，
靠丈夫在南阳打零工和卖这些手工
品，已经很难给孩子找到训练的地方
了。”陈小红转过身去用手遮着脸，眼
泪一滴滴打在手中的毛线团上。

以前采访中，只是了解到陈小红
的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现在才明白，7
年来，她一直都是靠摆小摊卖这些小手
工品的方式给女儿挣些训练的费用。

“希望能给女儿找个好点的训练环境”
1月6日，小靖怡刚过了8岁生日。

“虽说小靖怡在去年8月份的省运动会上取得了第4名的
成绩，但毕竟还不能算专业运动员，目前的训练主要靠交学费
的方式进行。”提起女儿以前的成绩，陈小红有些兴奋，“我坚
信小靖怡一定会成才。”

如今，小靖怡每个月的训练费用都在1000元以上，这笔费
用长期持续下去，对整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负担。

“希望能给女儿找个好点的训练环境。”陈小红扬了扬头，
望着窗外，停顿了几秒钟后，坚定地说，“当保姆，看孩子，照顾
老人……这些我都会。只要能给小靖怡凑齐训练费，干啥活
都中。”

这次见到陈小红，她变化很大，40多岁的她苍老了很多，和去年她兴奋地带
着小靖怡参加省运会比赛时的差别很大，脸上布满了愁云。

陈小红家在农村，没什么收入。丈夫下岗后，常年奔波在外地打工赚钱。
她的性格很自立，2004年到2010年多次采访中，她很少提起家里的困难。直

到昨天，我才了解到她培养女儿的经济来源。
昨天她发来的短信，原本是想给多年跟踪采访她的记者礼貌地说声告别。
但，作为一名新闻人，我想我应该把一位普通母亲《望女成凤》的心情和故

事传递给读者，至少这个故事讲出了“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的真谛。
陈小红说，这条路走得挺辛苦，但每次看到女儿摔倒受伤后还在咬牙坚持

训练的表情，她完全会忘记自己的艰辛和付出。
真心希望8岁的小靖怡在体操路上走得更远！

2004年11月6日，本报一版“一岁零九个月的体操
明星玩吊环”的大幅照片让很多读者印象深刻。

从此，陈小红母女的身影便定格在晚报记者的镜
头中，在镜头里，她们的故事叫《望女成凤》……

本报
去年8月20
日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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