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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 是开学的季节。 莘莘学子
带着家人的希望走进校园， 开启了新
的求学之路。 然而， 在这条上学路上，
有些困难职工家庭却在为孩子的学费
发愁。 正在他们面对校门望而却步时，
工会 “不让一名职工子女因贫困上不
了学” 的承诺为他们带来福音。

“金秋助学” 活动是工会组织帮
助寒门学子完成学业的一项长期性工
作， 已成为工会服务职工的品牌工程。

又到金秋时节，工会温暖依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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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余翠平

金秋助学
伴我和妹妹度过
最困难的那几年

□本报记者 陈曦 文/摄

贫病交加时
工会带来温暖和希望

“我和妹妹都是金秋助学的受益者。 现在我
工作了， 我妹妹也开始实习了， 非常感谢工会，
帮助我们度过最困难的那几年。” 来自中国医学
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护理员艾梦伟动情地说。

艾梦伟介绍说， 她家共四口人。 父亲艾仲陆
是首农集团巨山农场的一名普通职工， 母亲没有
正式工作， 在家务农。 她和妹妹虽然相差两岁，
可是就差一个年级。 去年， 艾梦伟大学毕业， 目
前在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还处于试用期。

“之前， 我们家有3亩地， 主要种玉米， 每年
秋天收获后卖掉， 一般能卖3000多块钱， 行情好
的时候， 能卖到4000多块钱。 因为我爸在农场工
作， 每个月只能回家几天， 所以玉米地平时都是
我妈在管。 农闲的时候， 我妈也会在村里打打零
工， 可是不太稳定。 我爸的工资收入， 可以说，
是我们家唯一有保证的收入来源。”

艾梦伟说， 大学报考专业的时候， 她在幼师
和护理两个专业间举棋不定， 但是本心里更心仪
幼师专业。 “因为师范类的免学费， 自己只用交
伙食费。” 之后， 她咨询了亲戚家的哥哥姐姐，
大家都建议说， 虽然护士今后的工作辛苦点， 可
是未来发展前景好， 而且工资高， 所以她才下定
决心， 报考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护理专业。

“可是我们的学费要6900块钱， 我觉得太多
了， 就有点担心， 家里没有这些钱。 我妈就跟我
说， 这不是你该着急的事， 妈供得起你。” 艾梦
伟哽咽着说， “我父母挣得不多， 日常生活也很
节俭， 不讲究吃穿， 但是如果说为了我们的学
习， 他们一定会倾尽所有。”

临上大学的那个暑假， 艾梦伟自己找了一家餐
馆打工， 想减轻家里的负担。 “那个时候， 我在餐
馆做服务员。 遇到的客人， 有态度好的， 也有不好
的， 当时会感到委屈， 可是现在想来， 这都是人生
的经历， 多吃苦， 才能成长。 只是， 我们的工作时
间稍微有点长， 尤其是晚上， 九点半才能下班。 有
一次， 晚上下班后， 正好赶上下大雨， 我边打伞边
骑自行车回家， 整条马路上， 就我一个人， 可把我
吓坏了。” 艾梦伟笑着说， “好在， 我坚持了下来，
两个月的时间， 我挣了3500块钱。”

艾梦伟说， 没过多久， 妈妈就告诉她， 爸爸为
她申请了金秋助学项目， 工会发放给她2000块钱的
助学金。 而她那颗悬着的心， 才终于踏实了。 “这
个项目连续资助了我3年， 妹妹考上大学后， 就同
时资助我们俩， 一直到我开始工作， 有了收入， 而
且我爸的收入也提高了， 就没再给妹妹申请。”

“实话说， 第一次享受了金秋助学之后， 我心
里是有期待的， 希望每一年都能享受到。 但是同时
我也觉得， 北京这么多的家庭里， 还有更需要帮助
的。 所以上学的时候， 我会利用周末和假期的时间
到连锁快餐店打工。 上班了， 我就好好工作， 多多
挣钱， 帮助妹妹早日完成学业， 把受资助的机会留
给更需要的家庭。” 艾梦伟坦率表示。

“工会的金秋助学， 给了我们一家人很大的
帮助啊！” 北京北整长欣公司车间的一线工人李
孟深情地说。

今年33岁的李孟， 出生在丰台长辛店镇， 患
有小儿麻痹症， 走路一瘸一瘸的， 手还经常发
抖。 康复后， 腿好了些， 手也抖得没那么厉害
了。 后来， 他娶了媳妇， 很快还有了儿子， 李孟
以为终于要过上幸福日子了。 可是， 谁知磨难才
刚刚开始。

儿子3岁的时候， 李孟和爱人带着它去外面
游玩， 晒得时间一长， 儿子眼睛就发红， 不断流
泪， 还哭着喊疼。 给儿子拍照时， 闪光灯一闪，
儿子眼睛又发红， 开始疼了。 去医院检查， 李孟
才知道儿子患有角膜炎。 从此， 李孟一家开始踏
上了为儿子治病的漫漫长途。

西医治完， 中医治， 辗转了多个医院， 换了
多个医生， 儿子的眼睛始终无法治愈， 只能是孩
子眼疼起来时， 就去治疗一下， 医疗费用到现在
每个月也得几百元。

就在孩子读幼儿园后， 李孟的爱人开始走路
不稳， 腿没劲儿， 还越来越疼， 去医院确诊， 竟
是小脑萎缩！ 于是， 又开始给爱人治病。 这些
年， 光给爱人治病就花去了10多万元。 全家仅靠
李孟不高的工资维持生活， 家里接连几个病人，
经济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如今， 李孟的爱人需要在旁人的协助下， 生
活才能基本自理。 每天早上， 给爱人做好饭， 等
她吃饱， 然后李孟送孩子上学； 家里每隔一米的
地方， 李孟都设置可扶的物件， 让爱人扶着走

路， 中午自己煮点面吃。
在李孟一家最艰难的时候，公司工会、长辛店镇

工会、丰台区工会纷纷为他送来了关怀。各项困难补
助、逢年过节的慰问，以及工会的助学举动，都让这
个贫病交加的家庭感受到了无比温暖。

李孟所在的北整长欣公司还给了他额外的补
助， 来解决他家的经济困顿问题。

除了让李孟的孩子享受工会的金秋助学政策
外， 长辛店镇总工会还跟企业结对， 引入爱心企业
的力量帮助李孟一家———丰台一家爱心企业每年给
予李孟孩子3000元的资助， 并承诺可以资助孩子到
大学毕业。 “解决了孩子上学的费用， 我心里的一
块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这都得感谢公司、 工会和社
会爱心企业啊。” 李孟感激地说。

有了来自社会爱心企业、 公司、 工会的关怀，
李孟一家人充满了乐观的态度， 李孟工作也越来越
努力了。

“让我欣慰的是， 如今上小学3年级的儿子十分
懂事。 我加班时， 他会给妈妈煮面或蒸饭 ， 在家
里， 也会干些力所能及的事。”

说到儿子的成绩， 李孟也非常自豪， “儿子虽
然眼睛有些问题， 但是他学习还是很努力的， 成绩
也在班里排中上， 我跟他妈妈都很为孩子骄傲 。”
（文中李孟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