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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八月上旬!商南县党

马乡索峪河村朱家屋场!空气
干燥而闷热" 树阴下!朱月娥
和老母亲低头摘着刚从地里
背回的花生" 不一会儿!老人
后背就湿了一大半!而坐在一
旁的朱月娥! 也弯下了腰!气
喘吁吁" 花生经过晾晒!除了

少量用来榨油吃!大部分都卖
掉换了学费"

不过! 后来地越来越少!

以前每年可收获七百多斤花
生! 现在却只有三四百斤!收
入减少了数百元"本来朱家每
年还能得到近千元退耕还林

补偿款!可由于前些年欠农业
税太多!补偿款拿到手里时基
本已被扣得差不多了"

早年!家贫的李发胜从商
南湘河入赘到了朱月娥家"夫
妻俩在有了朱宏政#朱宏权兄
弟俩后! 又生下了老三朱宏

印" 人多地少!家中生活相当
拮据"兄弟俩!""#年上了初中
后!每年光学费就压得李发胜
一家喘不过气来"

两个孩子念初中每年要
花费$%%%元" 等到上了高中!

一下子就涨到近四千元"为增

加收入! 朱月娥养了头猪!靠
卖猪每年还能有四百多元的
收入" 李发胜农闲打短工!一
年收入&%%多元"那些年里!李
发胜一家人经常是穿补丁衣
服!吃玉米粥#腌白菜"

'""&年!李发胜贷款买了

一辆拖拉机用于拉沙运输!开
辟了一条财路" 第二年!在距
老屋(%%米处的索峪河畔建造
新居" 因为没钱买砖!他们就

用车运回山上的石头!然后用
整整)年时间! 用夹板一点点

$夹%起了一栋)层小楼" 但房
子快好了!却再也没钱收拾"

]^de©ª�«dk

盖房的三年! 正是两个孩

子念高中的三年" 两个孩子光
学费#生活费!每年近*+%%元"

为了一边供养孩子读书! 一边
筹划新房! 起早贪黑的李发胜
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年!朱宏政#朱宏权考上了
大学!朱宏印开始上初中"惊喜

过后! 李发胜夫妇就为两个孩
子一万多元的大学学费发愁
了" 所幸! 朱宏权考取的清华
大学酌情免掉其*年学费!他还
以贫困生的名义为大哥朱宏
政贷了(%%%元助学贷款"

虽是解了燃眉之急!但生

活费还没着落"由于老大朱宏
政考取的大学贫困生太多!办

不出助学贷款!最终!还是李发
胜卖掉了拖拉机!才渡过难关"

$%%)年!朱宏政#朱宏权
完成了本科学业" 然而!朱宏
政在山东就业后!月薪只有千
元左右! 每月自己花都很紧
张! 根本无力给家里寄钱&而
朱宏权毕业后选择了硕博连
读!每月千元补助!在消费水

平较高的北京!既要自己花还
要替哥哥还贷款!异常艰难"

$本来孩子都不准备再念
了!但我们考虑念博士以后就
业会更好一些!所以都希望他
继续念" %&$岁的李发胜低下
了头!叹了口气"

当时小儿子念高一!各种

费用算下来要$%%%多元" 无奈
之下! 李发胜含泪以)-%%%元
的价格将一直没能入住的楼
房卖掉了" 卖了房至今!李发
胜家中还有)万多元的债务"

如今!一家人挤在经历了数十

年风雨的老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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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朱宏政#朱宏权上初中

起!李发胜和妻子务农!其母
亲则到县城为孩子做饭" 如
今! 只有*%户的朱家屋场!已
有(户随着孩子进县城陪读"

在索峪河村!仅一个组!就有
)%多户去$陪读%"有的即使孩
子是在党马乡念初中!家长也

要从较远的山里到学校附近
租住"今年*)岁的方武连原住
在黑漆河村老房沟组"随着两
个孩子来到镇街上念初中!他
干脆花钱租住到了镇街上"为
了多挣钱! 今年&月! 他贷款
,*%%%元买了机动三轮车" 每

天到丹江运沙! 十分辛苦!每
车三吨仅挣,$元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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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考大学是为孩子今

后能有更好的出路! 但不能
说!其中没有附着家长自身的

希冀"当含辛茹苦地将孩子送
出大山!父母们也希望伴随着
孩子的脚步!能改变家庭的窘
况"然而!这种希望!却随着目
前大学生择业的越来越困难!

变得愈来愈渺茫"

对此!李发胜深有体会'大

儿子朱宏政毕业后嫌工资低!

就到广东应聘!不想半路生病"

家里花去了数千元治疗费" 后
来他联系到珠海一家企业上
班! 但月工资也仅)%%%元" 如
今!除了自用!每月也只能寄几
百元回家"而这些钱!除一部分

寄给在西安补习的朱宏印!剩
下的主要还是用于还债" 至于
后年才能读完博士的朱宏权!

李发胜说还不能指望"

赵川镇王杰家的情况跟
李发胜家的情形相似" ,%年
来!王杰兄妹三人相继从商南

较为偏僻的赵川镇$走出了大
山%"可是!至今兄妹三人都不

能给家里帮上什么忙"

近年来大学生就业压力越
来越大!学校是不是一流#专业
是不是吃香! 成了就业的重要
条件"正是因此!李发胜支持朱
宏印放弃了一次读大学的机
会!复读来年再考"类似的贫困

山区补习生很多! 尽管复读意
味着要付出更多辛劳#金钱!但
考上名牌大学热门专业! 才能
真正$改变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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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马乡! 相比一些家长

热心于将孩子送入大学校门!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选择了去
煤矿挖煤"村干部证实!近年来
出外打工的年轻人大都去了山
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煤矿"$去
矿上有吃有住! 一个月少的两
三千元!多的五六千元" %一位

刚从矿上回家的小伙说"

据悉!最近几年!几乎每隔
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有村民在矿
上出事的消息"如-月底!该乡碾
盘村冷水组的)名村民就在山西
某煤矿住地因塌方死亡"

没有考上大学的年轻人!

读初中#高中时!家里都已负
债" 为早日还债!缓解家中经
济压力! 他们只有选择挣钱
多!但风险大的下矿采煤的工
作" 从教)%多年的王敦华认
为! 去煤矿打工现象的普遍!

实际上正好反映出目前农村

教育支出与村民收入不相匹
配的问题"而导致这一问题的
根源!与多年来基础教育投入
低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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