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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高175CM，体态黑瘦
而健硕。面对记者，虽言语
不多却憨厚朴实，但他眼神
中透着坚毅和乐观，是给记
者的第一印象。

“父亲残疾、母亲神志不
清，家里子女多”，是他的家
给村里人的印象。孙东海姊
妹三个，他和两个年幼的妹
妹。平日里，家里的经济收
入有限，由于不能外出打工，
为了家里的生计，父亲带着
母亲靠到山里捡柴火卖。一
天下来，只能卖个几十元钱。

面对贫困的家境，倔强
的孙东海没有向苦难低头，
用自己的坚强改变自己的
家庭。从上小学开始，他就
用柔弱的双肩帮父母扛起
了家庭的重担。六岁时，他
就学会了炒菜做饭，还能够
蒸馍馍，许多家务活他都样
样拿手。

上了初中后，他一放学
就会跑到地里，帮父亲干农
活。他的个头还没有犁耙
高，犁不了地，他就为父亲牵
牲口。父亲累了，他就自己
双手握犁，一天天硬是学会
了犁地、耙地、打场、种麦子，
成年人会干的庄稼活，他也
件件都干得有模有样。此
外，他还学会了驾驶农用拖
拉机，街坊邻居都夸他是干
农活的“行家里手”。但是家

里的几亩薄田只能维持生
活，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家庭
贫困的状况。从上小学五年
级的时候，孙东海动起了脑
子。他劝说父亲去承包土地
种菜、卖菜增加收入。

升入初中后，每到周
末，天不亮他就下地摘蔬
菜，然后分几趟把蔬菜装在
架子车上拉到几公里外的
公路边，搭乘公交车下山去
卖菜。

第一次闯进济源市区
的菜市场，由于他的蔬菜经
过汽车颠簸挤压得不成样
子，很少有人去光顾，他最
后只好含泪把剩下的蔬菜
拉回家。

经过认真观察，他发现
蔬菜要想卖得好，首先蔬菜
的卖相要好；其次嘴要甜，最
后还要选好摊位。除此之
外，他还推出了自己的“销售
利器”，原来，城里人不知道
山里的蔬菜的具体烹饪方
法，许多人看到后知难而退，
看看就走了。这一次，他专
门用卡片制作了蔬菜的“烹
饪说明书”。

第二次出摊的时候，除
了把家里的蔬菜一棵棵择
净，整齐扎成一捆捆，他还
重新选了摊位，一边与顾客
热情交谈，一边把他提前制
作的蔬菜烹饪技巧小卡片

送给买主。这样一来，他每
次拉出去的蔬菜都被一抢
而空，一年下来，仅靠卖自
家的生态蔬菜，他就收入了
5000多元。

为了帮助家庭尽快脱
贫，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孙东
海又说服父亲，向别人借钱
买了2头母猪。课余时间，他
认真研究猪饲料配方，自己
拉着架子车去加工厂粉碎猪
饲料，回家后定时打扫猪
圈。几个月的辛苦之后，第
一窝猪崽出生了，整整 15
只，全家人高兴极了，孙东海
更是乐得合不上嘴。可是谁
也没想到，由于防疫不到位，
刚出生的小猪崽三天之内竟
然全部死了。

猪崽没了，家里的希望
也没了！孙东海虽然很难
过，但他没有放弃。他一次
次去找养猪专业户，虚心请
教，认真学习防疫技术，又重
新干了起来。

在孙东海和父亲的精心
饲养下，到2015年底，家里
发展存栏的4头母猪像滚雪
球似的，累计产崽50多只，
总共卖了15000多元。再加
上家里的其他收入，他家的
年人均纯收入，越过了3208
元的贫困线。

2016年，孙东海家终于
摘掉了“贫困户”的穷帽子。

养猪种植干农活样样拿手
济源山村少年帮家庭摘掉穷帽

▶孙东海来自愚公的家乡——河南济源，从十一二岁开始，他就尝试各种方
法，帮助家里摘掉穷帽。15岁那一年，他终于做到了。
▶2018年12月27日，当和记者电话聊起孙东海的事迹，他的班主任，济源市
高级中学34岁的李斌对自己的学生钦佩不已。他介绍说，孙东海家以前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为摆脱家里贫困落后的面貌，他通过积极学习养猪、种辣椒的
技术，帮家里干农活，最终让全家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东方今报·猛犸新闻记者 吴战通 见习记者崔峰/文图

在家里，孙东海是个
吃苦耐劳的顶梁柱；在学
校，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
学生。

刚升入初中时，孙东
海的学习成绩并不起眼。
他先从薄弱学科英语开
始，反复背诵，大量做题，
强化记忆，并在英语老师
的帮助下认真查找原因，
终于英语成绩一点一点赶
上来了。

他还把同学们丢弃的
废纸收集起来，做成小本
子记录单词，一有空，他就
从口袋里掏出小本子背记
单词。课堂上，他不仅全
神贯注听讲写笔记；下课
后，他还经常缠着老师解
疑释惑；晚上学校寝室熄
灯后，为了不影响同学们
休息，他钻进被窝打开手
电筒记单词，做作业。半
个学期下来，他的英语学
科成绩提高到了86分。

读书是孙东海的最
爱。因为家庭原因，他读的
书都是向别人借来的，他非
常珍惜读书的机会。每次
读书，他都会做笔记，勾画
思维图，研究人物关系及其
内在联系，因此他总能读出
一些新意，总有不同于常人
的收获和见解。

近年来，孙东海开始
陆续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的帮助。特别是济源市
脱贫攻坚政策出台以后，
他的家庭也享受到了更多
优惠政策。济源市财政局
对他的家庭实施精准帮
扶，为孙东海和两个妹妹
购置棉衣棉被和学习用
品，资助他们上学，还时常
给他家送去米面油。

根据他的家庭状况和
个人情况，他所在的济源
市高级学校也给了他许多
的帮扶，“2018年 10月，
学校给他发放了3000元
国家助学金；免除了他参
加美术班培训的3000元
左右的费用以及住宿费
等”，此外，还有爱心人士
为他提供捐助。

他常说：“人穷不能志
短。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老师、同学、社会给了我无
私的帮助；现在我的家虽
然还不富裕，但是已经摆
脱了贫困，我也要帮助别
人、回报社会。”

回到村里使用拖拉机
耕种自家田地时，他总会
把邻居家的田地一起耕
种；遇到村里老人有困难
了，他二话不说，主动前去
帮忙。

据了解，孙东海不仅
是河南省第二批新时代好
少年，还同时入选全国第
二批新时代好少年。

“全国共入选十个，孩
子是河南省唯一入选的”，
李斌介绍说，2018 年 12
月25日，全国第二批新时
代好少年在北京举行了发
布仪式。

他表示，孙东海初中
时已经是济源市评选出的

“愚公家乡好少年”，上了
高中后，学校了解他的事
例后，通过关注观察培养，
他再次被评为“济源市新
时代好少年”。

在他的印象中，孩子
比同龄人成熟稳重许多，
在班级中担任班委，生活
上乐观向上，学习上勤学
好问，乐于助人，是一个非
常踏实稳重的孩子。

“央视彩排很细，孩子
感觉很累，这几天为了减
少上厕所的时间，不敢喝
水”，李斌称，这几天孩子
每天回来已是晚上11点，
等到洗漱完入睡已经12
点多。

“本次参加北京举行
的全国颁奖仪式，孩子保
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关注
学习同年龄段其他好少
年身上的优点，比如一名
做国际志愿服务，英语非
常好，让他感触比较大”，
班主任李斌称，孙东海美
术上有天赋，学校希望培
养他在美术上将来走出
一条路。

对于自己的学生获得
荣誉后意外走红，李斌高
兴之余也有些担心，“由于
采访较多，耽误了他太多
的课程，比如本次赴北京
参加活动，就耽误了他4
天的课程，上次央视和省
里媒体的采访，就耽误了
一星期的课程”。

“孩儿倒没啥，主要耽
误孩子的学习，上次的期
末考试，成绩不理想”，他
表达了自己的担心。在配
合媒体采访的同时，他希
望让孩子把精力更多投入
到学习中去，“元旦过后，
再有三个星期就要考试
了，要尽量避免在学习时
间接受各类采访”。

半个学期下来他的英语成绩提高到了86分

班主任希望他把精力更多投入学习中

一年仅靠卖自家的生态蔬菜他就收入了5000多元

孙东海下地摘自家种植的生态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