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颗“自强之星”的成长之路
当同龄人埋怨生活费太少时，藏族学生豆本加却改变了家乡人的生活———

! ! ! !豆本加走得越来越远了。不过，
在他的人生路线图上，青藏高原上
的家乡反而越来越近了。

今年秋天漂洋过海赴美留学之
前，!"岁的藏族学生豆本加对母校
天津理工大学的老师说：“我出去是
为了更好地回来。我回来也不会到
大城市，我就要回到我的家乡。”

年纪小但“最强大”
# 年前，豆本加入学时，迎接新

生的老师们发现，他嘴里的每个汉字
都像是“蹦”出来的———后来豆本加
告诉他们，听课“跟听外语一样”。
这个孩子没有带足学费。豆本

加的辅导员、自动化学院分团委书
记张涛带他走了面向经济困难学生
的“绿色通道”———豆本加 #年的学
费和住宿费来源于国家助学贷款。
张涛记得很清楚，申请贷款的

时候遇到了一点麻烦：他生于 "$$"

年，当时未满 "%周岁。
那时大家尽可能帮助这个年纪

小、家境差的孩子。谁也没想到，后
来他成了学生中“最强大的一个”。
在天津理工大学，宿管员对那

个每天出门最早、回来最晚的藏族
学生印象深刻。宿舍早晨 &点开门，
这也是豆本加固定的外出时间。
豆本加后来申请了勤工助学岗

位，在自动化学院分团委担任学生
工作助理，可获一定报酬。在老师们
的记忆里，别的同学偶尔会迟到早
退，但豆本加近乎刻板地守时。
他的进步也“非常惊人”。一个

学期后，尽管仍做不到高谈阔论，豆
本加已经可以顺畅地与人交流了。
他大一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

试，每个学年都获得了奖学金。加上
每年 !'((元的国家一等助学金以
及勤工助学补助，他已可以自立。

系主任黄孙伟对同事们赞叹，
如果同学们都能像豆本加这样学
习，学风就会大不一样。

为他献上了哈达
“他似乎每个假期都完成一件

事。”自动化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兼副
院长苏荣华告诉记者。
入学半年，他向学院团委提出，

希望为自己的中学母校贵德县民族
中学募集一批书籍，让学弟学妹们
“开阔视野，转变观念”———一些学
生失学的原因是出于观念而非经济
的落后。"'((余册书很快筹到了。
这是豆本加回报社会的开始。
接下来的寒假里，校团委要求

每名学生利用假期开展社会调查。
新学期开学，豆本加交来一份 !(多
页的报告。豆本加说，自己当时想
过，对社会的调查就从“生我养我的
那个藏族小村庄”开始。
这个名叫岗塔村的村子坐落在

海拔 )'((多米高的山岗，只有 )(

几户人家。村里的灌溉用水依赖一
条 &((多米长的土筑水渠。简易的
水渠十分脆弱。在岗塔村，男人多半
外出打工或放牧，看护水渠的主要是

妇孺。包括豆本加在内，村里几代人
都有过熬夜看守水渠的经历。几个同
龄人因此耽误了学业，渐渐辍学。
在《关于在岗塔村修建一条水

泥管式水渠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中，
豆本加特别指出，这条水渠将有助
于提高当地孩子的入学率。
豆本加向长辈们表示，自己“回

学校后想想办法”。谁也不敢相信这
个孩子真有什么办法。

豆本加在网上传播他的报告：
“如果你觉得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
事情，请你帮助我。如果你也没办
法，请替我把它转发给你的朋友。”
通过一个名叫“乡村之友发展

促进会”的非政府组织，这份报告最
后被送到了新西兰驻华大使馆。
!(($年 "(月，在新西兰驻华大使
馆的帮助下，豆本加的计划得到了
#'$((元的无偿支持。当他通知村
里，人们已经忘记了此事。
兴高采烈的村民只用了一个多

月就修完了 &#(米的水渠。这年寒
假，豆本加回家过年，人们争相来道
谢，为他献上洁白的哈达。

做事周全超长者
在下一次更大规模的假期社会

调研后，豆本加提出了另一个不可
思议的设想：为家乡浪查行政村的

#个自然村购置一台大型收割机。
这次，他通过天津当地媒体呼

吁筹款。他看中的联合收割机价格
为 "()%'(元，享受国家购机补贴
)(*，只差 +!$'(元。
很多人表达了捐款意愿，可豆本

加在款项达到 &'(((元的时候就停
止了募捐，“多了不要”。他坚持主张，
其余费用应由乡亲们分摊，这样他们
会更加爱护这台机器，也会更加珍惜
别人“看似来得容易”的爱心。
他还亲自为这台收割机测绘了

一条在山上行走的通道。
回忆此事，张涛对记者感慨，豆

本加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可他做事
的周全，超出了很多长者。

清楚责任有动力
豆本加还曾拜托张涛为自己介

绍认识电力方面的教授。他计划为
家乡设计小型太阳能发电装置。毕
业之前，他告诉老师，实验装置已经
可以为牧民帐篷照明和手机充电。

他的理想是当一名电气工程
师。这个理想，是他在服务社会中逐
渐明确的。他发现有些地方草原退
化严重，牛羊减少，牛粪等燃料越来
越缺，村民们担心能源问题。
“我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责任和

义务，也有了更大的动力和目标。”
他说。在张涛看来，豆本加拥有“强
大的内心”，这是很多同龄人缺乏
的。 中国青年报 !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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泊头镇# 农妇张某到镇

政府院里摘了一朵月季

花# 镇党委副书记刘文

合看到后#$处%以 !"""

元罚款#张某拒交#镇政

府就停了张某的店铺及

周边店铺的电#逼张某交

了罚款&后又有两个小姑

娘因摘花被罚#但对处罚

十分不满#因怀疑是张某

从中挑唆#镇政府再次停

了店铺的电&张某到镇政

府$讨个说法%#遭到刘文

合一顿推搡和踢打&

简述这些事实#感

觉自己像在写剧本& 套

用一下$暴民%的说法#

这个泊头镇的副书记显然是个

$暴官%&官而至于$暴%#把拳脚功

夫恣意施展在一个带着孩子来讨

说法的民妇身上# 在古今中外的

剧目中也是难得一见的&

镇党委副书记有罚款权吗'

一朵月季花罚一千# 这么高的罚

款标准是谁定的' 刘大人不只敢

罚# 罚了你还敢打你# 不只敢打

你#还敢理直气壮地打你&如果只

说他是一位$护花使者%#那真是

小瞧他了&他护的哪是花#护的是

镇政府的权威# 护的是权力的面

子#你敢在镇政府大院里摘花#罚

你一千还解不了本大人的恨呢&

这威权的无所羁绊# 从停电

一事显露无遗& 不只停不交罚款

者的电#还敢$连坐%#停周边店铺

的电&在刘文合眼里#治权早已成

了霸权&耐人寻味的是#张某讨说

法被肆意殴打的过程被完整地拍

了下来&有人说这是$钓鱼%#果真

如此#那么#钓鱼者凭啥知道鱼儿

会上钩呢' 是不是基于对刘文合

品性的了解' 是不是以前他还踢

过别人' 钱江晚报 !洪信良"

在他人生的起点———青海省贵德县一个藏族
村庄里，长辈们向他献过哈达，而在母校的校园里，
豆本加成了一个“传说”。有句话是这样形容的：当
一些同龄人还在埋怨父母给的生活费太少的时候，
豆本加已经改变了家乡人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