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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圆大学梦！村里这俩老人真厉害
他们想学好兽医和园艺技术，带动村民致富

“没想到我和李大哥俺俩真能考上大学！现在心里美得很！”在南召县马市坪乡三官庙村的一处农家院子里，今年70岁的孟庆立说起自
己最近被南阳农业职业学院录取的事，笑得合不拢嘴。

与孟庆立家一墙之隔的就是81岁的李志新家，这对老邻居在11月24日参加了南阳农业职业学院的高等职业院校扩招第二次单独招生考试，
如今成绩出来，孟庆立考了111分，李志新考了122分，都超过了录取分数线，分别被畜牧兽医和园艺技术专业录取，12月12日就要去学校报到。

“我们俩上大学不是闹着玩的，也不是为了文凭。在学校学好技术以后，回去帮村民脱贫致富，这就是我们的目的。”李志新说。
郑报全媒体记者 翟宝宽 文/图 发自南阳

70岁的孟庆立：身残
志不减，圆了大学梦

位于南召县城西北 20公里的
马市坪乡地处伏牛山腹地，距离乡
镇不远有一大处整齐的民房建筑，
这就是孟庆立和李志新所在的三
官庙村。

“我们村以前都是住在山上
的，这几年因为建设天池抽水蓄能
电站，我们都统一搬迁到现在这个
地方了。”孟庆立是土生土长的三
官庙村人，大半辈子几乎没离开过
这个村。“我是 1950年出生的，虚
岁 70了。”孟庆立兄弟姐妹很多，
他只读完小学就辍学了。

“上学时我成绩还可以，我也
喜欢读书，但那个时候家里太穷
了，实在上不起学，我就回到村里
跟着我们村卫生室的医生学医，后
来去县里卫校又进修了一年，就这
样当了一辈子的乡村医生。”孟庆
立说，没能继续读书一直是他心中
的遗憾。

小时候，孟庆立的眼睛得了病，
视力一直不是很好，但不影响他行
医。2015年，孟庆立从村卫生室退
休后，一直在家休养。

“在家他也没闲着，经常自己
钻研着配点中药，有人来家里找他
看病，他也不收一分钱。”儿子孟凡
强说，“他也是个闲不住的人，退休
了也总想着发挥余热。”

2016年，孟庆立在山上放羊
时，不小心把腿摔伤，这几年走路
一直靠着拐杖。

“我没想着能去考大学，是我
邻居志新大哥一直在开导我、鼓励
我，我当时就想着去陪他一起考试，
没想到真考上了！”孟庆立直言，自
己眼睛不好，腿脚也不方便，在报考
前有过种种顾虑，但是李志新一直
鼓励他去学一门技术，回来以后帮
助更多的村民，他又想到自己从小
没能读书的遗憾，就下定决心报考
大学，继续发挥自己的余热。

孟庆立想报考大学，家里人都
很支持，也希望他能继续深造，当
知道他真的考上了，家人心里非常
高兴。“过几天父亲就要开学了，在
学校那几天我会全程陪着他，照顾
他！”孟凡强说。

与孟庆立不同的是，今年 81岁的李志
新原本是南召县太山庙乡人，高中毕业后来
到三官庙村当会计，后来兼任村支书。

1939年出生的李志新，从小家里也不
富裕，但好在父母一直支持他读书。1958
年，李志新高中毕业，家里实在是太困难，大
学梦也就此搁浅。

“小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表现也
很积极，高中时一直是班干部，但是那个
时候家里连吃的都快没了，我得去工作补
贴家用。”

高中毕业的李志新被推荐到三官庙村
当会计，后来就在这个地方扎了根。参加工

作后，他那股爱学习、爱钻研的劲一直都在。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钻研，干啥事必须

干成不可！”李志新年轻时养过蚕，种过香
菇，都干得非常出色。“在农村要想致富，有
一门技术非常关键！”

李志新有 5个儿子和 1个女儿，其中三
个孩子都是大学生，学历最低的老大初中毕
业后去学了画画，如今也在南召县文化馆工
作。

李志新最小的儿子李青森 40岁，上过
南阳电大，受父亲的影响，也一直梦想着继
续读书深造。今年 9月份，他在网上看到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的招生信息，就果断报

名参加了考试，并成功被该校的电子商务
专业录取。

因为报考条件并没有限制年龄，李青森
就鼓励自己的父亲报考，听到这个消息的李
志新很兴奋，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就
和邻居孟庆立以及自己的四儿媳一同参加
了招生考试，如今三人已经全部被录取。

“报考时候我就觉得他能考上，因为他
就是爱学习的人，现在我们一家有三个人都
在这个学校上大学了，明年我四哥打算也报
考，继续深造。”李青森对父亲考上大学并没
有感到特别意外，并表示家人的学习教育氛
围一直都很好。

“其实报名那天，我的心里还一直很忐
忑，他们会不会说我这年龄太大了，不让我考
了。到现场了，人家工作人员也没说我年龄
大，顺利地给我办了报名手续，这也让我更加
有信心了。”年过八旬的李志新，眼睛不花，耳
朵不聋，记忆力也不错，身体状态很好。他的
几个子女都已经在城市安家，去年老伴去世
后，他一直在老家独自生活。因为马上临近

去学校报到，这两天李志新一直住在南阳市
区的儿子家中。“现在很多村民想致富，缺的
就是一门技术，我这次报考园艺技术专业，就
是想学好技术，再帮助他们致富！”

“我父亲学习上的问题，我们从不担心，
因为这么多年他一直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
我相信他一定能顺利完成学业！”李青森说，
去年母亲病重时，医院都放弃治疗，老父亲

却自学钻研中医按摩，大大缓解了母亲临终
时的痛苦。

同样受到李志新鼓舞的孟庆立也坚定
了自己学好一门技术的信心。“以前是给人
看病，和我现在学的专业也有一定的相通
性，我觉得我也能学会这门技术，回到村里，
谁家搞养殖出了问题，我要是能帮上忙，就
算达成心愿了！”孟庆立说。

“我们看到报考信息中两位老人的年
龄时，有些惊讶，也被他们这种精神所感
动。”南阳农业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的孙毅
表示，这次学校高职招生主要是面对社会
人员进行招生，报考者年龄在40岁左右，没
有年龄限制，但是像两位老人高龄的，此前
还没遇到过。

据南阳农业职业学院院长张士君介绍，
学校了解到两人的情况后，发现两位老人一
位是老党员，一位身体残疾，符合有关优惠
政策，决定为其免除全部学费，生活上有什
么困难还可以申请补助。在课程安排上拟
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每半学期在

学校集中学习6次，每次3天，其他时间网上
授课，在家学习，通过考试后可以获得学分，
按照不同专业要求，学分修满后方可毕业，
保证他们能学到一技之长。

据了解，今年 4月份，李克强总理主持
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落实《政
府工作报告》提出的今年高职扩招 100万人
任务的方案。

南阳农业职业学院为落实国家高职扩
招政策，积极开展高等职业院校扩招单独考
试招生工作。此外，为配合南阳市村级干部
及退役军人学历提升工作，展开多种形式的
招生宣传，并在今年9月和11月组织两批次

考试，录取1640人，其中村两委干部636人、
退役军人 533人。他们学成回村后，将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全面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和带
头羊。

“年过古稀的老人还能上大学，这本身
就是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社会应该有一
种接纳老年人的胸怀，老年人也有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让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
有所用、老有所得，尤其是内心的丰盈充实，
从某种方面来说比物质福利更为重要。老
年人的这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更值得
新时代每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学习。”郑州工
程技术学院副教授熊项斌表示。

81岁的李志新：一家三口都在同一学院

发挥余热：学好技术，回去造福乡邻

学院：免除学费，生活困难可申请补助

孟庆立老人展示自己喜欢读的书 李志新老人在认真地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