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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张千户村23岁的刘博，四年来边打工边自学苦读，今年7月

考上了清华大学的法律硕士研究生，一时间引起社会的关注

，近日，记者去他家做了简短的采访。 14日早，记者来到张

千户村的时候，远远就听见了敲锣声，寻声而至，这些自发

来庆贺的乡亲在刘博家门前把锣鼓敲得震天响。 黝黑而充满

书卷气的笑脸，热情而激动的神情，在这座普通的农家小院

，刘博与其父母忙忙碌碌为来客倒茶递苹果。究竟是什么力

量让一个打工的农家孩子变成了清华研究生，记者抽出刘博

的空闲时间与他面对面做了交流。 读完中专本科也毕业 关于

儿时的记忆，刘博说了很多。“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也许

因为从小受到贫穷折磨，小刘博五六岁就开始帮父母剥棉花

，卖西瓜。初中毕业后，他选择了陕西省杨凌农业学校蔬菜

专业。他当时想，只要学好农业，回到家里种好自家的瓜和

菜，就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也能让小弟、小妹安心上学了

。 “那碗面太好吃了，但就是感觉没有吃饱！”刘博说。农

家的日子，总是紧紧巴巴，上学容易，可是学费却难凑，开

学前夜父亲才勉强借够学费。直到今天刘博还在回忆父

亲1998年送他到杨凌农业学校上学的那一幕，父子俩花了两

块五毛钱共吃了一大碗面。 刘博的学习成了一家人对他的惟

一期望和出路。在校4年，刘博省吃俭用，以优秀的成绩完成

了中专的学业，在校期间，他先后于2001年和2002年12月通过

自学先后取得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大专和大本学历。 2002年



毕业后，雄心勃勃的刘博孤身来到西安，开始了他打工自学

的征程。 刘博第一份工作是从报上看到招工信息后去应聘的

，厂方以种种理由不愿意接纳他，但最终还是被他执著的精

神感动，做了厂里的苹果质监，这个工作就是不停地捡苹果

。 苹果质监这份工作几乎是机械运动，重复着一个动作，简

单而枯燥。刘博却认真地做了半年。 “一个不想越过小河的

人，自然不能远渡重洋，一个不愿在平凡艰苦的劳动上花心

血、出力气的人，伟大的理想顶多不过是一座貌似峥嵘的海

市蜃楼。”他自己的豪言壮语激励着自己勇往直前。 由于劳

动强度很大，占用了大部分学习时间，刘博就不停地变换工

作，推销产品、卖卡、做市场调查等等，当做到第5份工作的

时候，他感觉到，再不能为现状所困了。 2004年5月50日，他

回到家里，准备潜下心来专门攻读最薄弱的英语。“家里的

活太多，没有闲时间让他停下来学习啊。”刘博的父亲刘存

成想起当时的情况，很无奈地说。其实，家里当时举债把房

子盖起来了，“房子盖好我就想说赶快给他（刘博）把媳妇

娶回来。”刘博的母亲闫文贤以农妇特有的思维和朴实对记

者说。 基于在家也难以安心的状况，刘博再次来到了西安。 

边带家教边考研 在西安北郊一个偏僻的角落，他租了一间冬

天没有炉火，夏天没有风扇的房子，在这不足10平方米的民

房里开始专心考研的学习。刘博告诫自己：“直视目标，只

要眼睛始终不离前方的目标，就能轻易地走成一条直线，有

时候你必须小心地注视着自己的脚步，但多数时候，你应该

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一直到2005年后半年，他都利用空

闲去带家教，维持自己的生活。 2005年，他第一次考研，

差20分与复旦大学失之交臂。 总结第一次考研失败的教训，



刘博深知光靠书本上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他便通过网络学

习，网络上面内容丰富，还有辅导老师，也在此时，刘博认

识了网上考研辅导班吉林农业大学大四的女孩孙余子，他们

交流学习经验、学习方法，相互鼓励。于是，刘博每个月去

一次网吧，把所用的资料摘录下来学习，坚持每天学习15个

小时以上。困了，就掐自己的手背，时间长了手背上满是淤

血肿块⋯⋯ 为了练好英语基本功，他上英语网站，去英语聊

天室练口语；他在床头贴上没记住的英语句子，使自己每天

早上第一眼能看到；他还每天坚持用英语记日记，记者看到

，一厚本的英语日记，一天一篇，从未间断，有随笔，有摘

记。坐在公交车上，走在路上，甚至在厕所他都在大声地念

，这时没有人能理解他，有人骂他是个“神经病”，不管别

人用什么异样的眼光看他，他都在坚持着。刘博说：“每天

睡觉前我都要想一想如何让明天过得有意义，每天都让自己

在寻找新发现中提高，我从没有放弃过自己上清华的梦想。

” 在一本刘博用过的字典上，有这样一句话，“生命中最闪

光的品性就是独立自救”，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刘博在困境

中自强不息。 今年7月份，当一份清华大学法律硕士研究生

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时，刘博流泪了，家里人也流泪了，是

啊，对于农村一个打工的学子来说，每一步是多么的不易啊

。 当刘博准备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好朋友孙余子时，孙余子几

乎在同时也打来电话告诉刘博，她也考上吉林大学研究生。

这时刘博笑了，共同的理想让这对远隔千里的年轻人心中充

满了希望和憧憬，孙余子千里迢迢来到渭南刘博家，一起分

享成功的喜悦。 赢得八方赞许声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刘博的

家。 应该说，刘博家在农村不算最穷的家。渭南市临渭区信



用联社对其作了调查，除了刘博和父母外，他还有一个在咸

阳民办学校上大学的妹妹和今年考上渭南一所高中的弟弟。

家里有6亩地，以传统农业为主，办一个家庭式的小涂料厂，

每年的收入约两万元，家庭负债2.4万元。其中包括1995年在

农村信用社贷款 9000元。“三个学生上学，家的日子过得紧

得很⋯⋯”刘存成和闫文贤都表示了这样的意思。 考上清华

大学的研究生是喜，也是忧，研究生3年的费用需要6万多元

，家中的确无力承受。如果不能按时把4万元首批学费汇入学

校，刘博就等于自动放弃这次上学机会。这让知道刘博考上

研究生的人都为他着急起来，有人建议去申请教育助学贷款

，可是教育助学贷款手续繁多，一时申请不下来，也有企业

家、画家、老红军表示支助刘博，但是仅有的几千元，对于

巨额学费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一家人一筹莫展。 刘博说

知道自己的现状举步艰辛，“我也许有可能要放弃这次机会

，但是绝不放弃梦想！”刘博的父亲也告诉记者，前不久，

孩子一直在外给人刷墙赚学费⋯⋯ 打工农家青年考上清华大

学研究生的消息不胫而走，周围的村民们向其表示祝贺，镇

、村、组领导干部也为刘博送来了奖金。许多人被他这种刻

苦的精神感动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由此而引起渭南和全省各

地人们的关注。 14日，记者随同渭南市有关领导、市人民银

行、银监局、省农村信用联社渭南办事处、临渭区信用联社

的领导数十人来到刘博家，送去了临渭区信用联社全体职工

的捐款和联社工会捐助的教育基金共1万元。同时，按照规定

，特事特办，上门给刘博办理了1.5万元的助学贷款。为了解

决其后顾之忧，信用社还与刘存成签订了包扶协议，支持其

发展家庭经济，走上富裕道路。 此前，当地一家物流公司和



汽车公司分别捐款5000元和4000元，西安一位热心市民也捐

了700元。 记者询问刘存成娃上学的钱够了没，他连声说：“

够了，够了⋯⋯”是的，他再想点办法，孩子上清华大学研

究生的日子就近在眼前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