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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的事儿我们想办法”
独树教育走进寒门姐妹张柯、张蕊的家

要为姐妹俩提供学费、学杂费、住宿费，一直到她俩考上大学
本报“2011暑期爱心助学大行动”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6月14日，本报刊登

了《绝症父亲求助：帮孩子一把》的报道。不少市民打来电话想要帮助这对姐妹花。
“这个家庭太难了，姐妹俩不能因此辍学。”独树教育的校长邱俊看到报道

后，打来电话表示要帮助这对姐妹完成学业。 晚报记者 雷群芳

充满孝心的一对姐妹

热心人再伸援助之手
独树教育校长邱俊是个热心肠人，5年

来一直帮助着一对父女，父亲得病失去了
劳动能力，妈妈因为难产，生下女儿后就撒
手尘寰了。一对父女相依为命。

父亲因为不能打工挣钱，父女俩的生
活也就靠政府低保维持，无力支付女儿的
教育费用，孩子虽然 8 岁了，却无法去上
学。得知这样的情况后，邱俊毫不犹豫地
向这个家庭伸出了援助之手。不仅给小女
孩联系了学校，支付了学费，还不时地给这
对父女家送些生活费。这一帮就是5年。

虽然邱俊的事业越做越大，接受他帮
助的人也越来越多。每年他坚持做公益事
业，向灾区捐款，为下岗职工提供帮助……
邱俊的热心肠一点没变。

“看到人家这么困难，我就忍不住想帮
他们一把，毕竟我比他们过得要好一些，能
帮就尽量地帮帮，这个世界需要热心肠。”
邱俊憨厚地笑了笑，“这次在郑州晚报上看
到这对面临辍学的姐妹花，我就想一定要
帮助她们。”

邱俊表示，姐姐已经上高一，妹妹上初
三，马上也要进入高中。独树教育准备为姐
妹俩提供的帮助包括每年的学费、学杂费、住
宿费，姐妹俩还能免费享受在独树教育的培
训辅导。这些资助一直到姐妹俩考上大学。

“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要坚强，
更要努力学习，将来能如愿考上自己心仪
的名校，成为栋梁之材。”离别之际，邱俊不
忘勉励这对姐妹花。

姐妹俩性格比较内向，也比较懂事。
6月19日是父亲节，俩姐妹早早商量好给爸

爸买个礼物。
“很多年了，爸爸都没有穿过新衣服，这次我

给爸爸买件T恤。”姐姐张柯说，每到周末在回家
的时候，她都趁着早晨的时间卖报纸，为了给爸
爸买 T 恤，她攒了两个月的卖报钱，还把平时的
生活费省下来。

“我给爸爸买了点药，希望爸爸能早日康复，
这样我们一家人就能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妹

妹说，她每天只吃两顿饭，省下一顿饭的钱，给爸
爸买药治病。

“孩子们知道今天是父亲节，为了让我高兴，
还给我买了礼物。”张先生拿着女儿们送他的礼
物，叹息说，“可我却帮不了孩子什么忙，还拖累
她们。”

“能有这么懂事的孩子，应该感到欣慰，将来
孩子长大了，一定会有出息。”张莹说，独树教育是
个热心公益事业的培训机构，他们会尽量帮助姐
妹俩继续学业，将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孩子上学有着落了
6 月 19 日上午，记者跟随独树教

育校长邱俊和副校长张莹来到姐妹花
张柯、张蕊的家。

姐妹俩的家是廉租房，客厅不大，
一张小餐桌，一个高低柜就快占满了
空间。墙角处，摆放了一台电脑，这是
家里唯一一件电器，墙上贴满了这个
苦难的家庭多年来的求助经历。

张先生说，这么多年，多亏了好
心人的帮忙，他们家才能支撑到现
在。家里的电脑，还有不多的家具都
是大家捐赠的。因为生病，家里一点
值钱的东西都没了。为了照顾他，爱
人就在外面打些零工贴补家用。孩
子们也很懂事，为了能减轻家里负
担，经常帮妈妈干活，还抽空去卖报纸
赚些钱。

“孩子非常争气，知道努力学习，
每年都能拿回来奖状，在学校，老师们
也夸她们是好学生。”张先生拿出了姐
妹俩上学以来获得的各种奖励，“三好
生”、“河南省十佳少年”、“学习标兵”
等奖状摆满了桌子。“听说你们要帮助
孩子上学，我激动得几天没睡好觉，只
要能让姐妹俩顺利读书，我死也瞑目
了。”说着说着，张先生哽咽起来。

“困难是暂时的，相信这个社会好
心人多，大家都会来帮助你们渡过难
关。”独树教育校长邱俊握着张先生的
手不断地安慰他。

一排排荣誉证书更加坚定了独树教育要资助俩姐妹的决心。一排排荣誉证书更加坚定了独树教育要资助俩姐妹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