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

提示

密码般的圣诞

祝福语震晕网友

“ASCII 编码 77，材料力学杨氏

模数，黎曼积分……”传说这是理科

生的专属圣诞祝福语，可实际上连理

科生都看不懂。 据说想破解之，没有

个五六种综合学科背景是搞不定的。

“ASCII 编码 77，材料力学杨氏

模数，黎曼积分，呼吸频率，钇，抗坏

血酸，精度等级，精氨酸，虚数单位，

沉降系数，三叠系，几何斜率，动脉，

三维空间分布球形。 这才是理科班的

圣诞祝福！过去的圣诞祝福弱爆了！ ”

近日在网上就流传着这样一条“莫名

其妙”的微博。

“ASCII 编码 77、黎曼积分、钇，

精氨酸，这都神马跟神马？ 不光是看

不懂，就是字都差点儿认不全了！ ”这

是不少跟帖网友被震晕后的集体抱

怨。 有的网友气得冒青烟，“太强悍

了，我一个也不认识！ ”“完全看懂的

人没有女朋友， 鉴定完毕。 ” 网友

badpoet 发泄一句也只得悻悻飘过。

网友黄红斌说这段微博直接让文科

生很无语， 但很快就有人出来抗议，

理工科学生也不全认识吧！ 果然很快

有理科生败下阵来，“哥哥俺是理科

生，但也好多认不全。 ”网友“静默情

未了”唯有泪两行。

茫茫人海中，记者终于拉住一个

看起来已经完全破解密码的人“Can-

cer 多拉 ”“每个就代表一个字母 ，

ASCII 编码 77 就是 m，材料力学杨氏

模数是 e，以此类推。 ”他的解释很是

高屋建瓴的样子，在记者极其谦虚的

请教下， 这位微博达人终于愿解其

详。

“ASCII 编码第 77 号代表的是

m，这是计算机编码规定的。虚数单位

是啥呢？ 学过高中数学的就会知

道 i就是虚数单位。 钇是一种金属。

查查元素周期表， 发现钇的元素

符号就是Y。 ”“Cancer多拉”不仅点明

其然，更说明其所以然。“对抗坏血酸

有用的是啥？ 是维生素C，就是C；精

氨酸的符号是R；三叠系 (Triassic)的简

称是T，动脉 attery的首字母是A。 ”合

起来就是Merry� Christmas了， 长长

的一大段解释终于化解了一干人众

之困惑。 （据《扬子晚报》）

“校长妈妈”熏陶

八方支援纷至

以厂养校，举家助学，身处逆境却

始终不弃“寒门”，陈玉芳和她的家人感

动了网络，感动了社会。 网友“河东五千

年”赞叹道：“寒门学校寒门郎，憨憨玉

芳好心肠。 二十二年心酸路，举家助学

美名扬。 ”

而陈玉芳的事迹在社会上也引起

了强烈反响，引来八方援助，陕西一位

企业家主动捐助 50 万元帮她改造校

舍；深圳等地的一些老板也纷纷慷慨解

囊。

在临猗县和运城市，无论是机关学

校还是民间团体都掀起向“校长妈妈”

学习的热潮，让感动在社会上传递。 临

猗县委副书记李建刚说，陈玉芳以一己

之力，22 年来办寒门学校，教养 56 名孤

儿，解决了 500 多个贫困家庭学生的上

学难问题，展现了坚忍不拔、不计得失

的高尚品德。

日前，临猗县成立了“博达孤残贫

困儿童救助基金”， 收到捐款超过 150

万元，将全部用于帮助“校长妈妈”和她

的寒门学校渡过难关。

（据新华社太原 12 月 6 日电）

清华修车匠发“励志帖”受热捧

讲述十多年坎坷经历，用心将修车当事业，业绩从倒数

第一做到最前列，激励学子为梦想努力

一篇记录修车匠坎坷经历的“励志帖”，受到网友热捧。

为鼓励高校学子，清华大学修车师傅任玉华近日在人人网发“励志帖”，讲述十多年来

自己的打工遭遇，以及他将修自行车当事业所做出的努力。“励志帖”甫一发出，好评如潮。

“憨憨玉芳嫁了个憨憨姑爷，生了两个憨

憨娃”，网民用这样一句“似褒非贬”的话评价

山西省临猗县代村村民陈玉芳和他的家人。

22 年来，“憨玉芳”以厂养校、举家助学，身背

百万元欠债却始终不弃“寒门”，被称为“校长

妈妈”。

“校长妈妈”自办寒门学校

56 个学生被当“亲子”教养

一身粗布衣服，满脸皱纹，走路有点蹒跚，

这就是人称“校长妈妈”的陈玉芳；300 多个贫

困生，两栋小楼，方尺庭院，这就是会聚“寒门

学子”的博达学校。 22 年来，一个老人、一个家

庭、一所学校，命运紧紧相连，相携相守！

1990 年，陈玉芳创办服装艺术学校，既加

工服装又培训学员，年收入达 15 万元，成了令

人羡慕的富裕户。 自那时起，她就义务收养孤

残儿童。

2003 年，经当地教育部门批准，陈玉芳创

办了面向寒门学子的博达学校，让孤残儿童既

有生活的乐园，又有了学习的殿堂。 所有学生

吃住都在学校，除了基本的饭费，分文不收。最

初博达学校集小学、初中、职业中学于一体，是

陈玉芳有意为之。她认为技术培训可以让学习

不好的穷娃子有一技之长，未来不愁生计。 如

今，由于资金不足学校已经压缩得只剩下小学

部。

在所有孩子中， 最令网民感动的是其中

56 个孤儿和陈玉芳的特殊情缘。 这些孩子最

小的来时只有几岁， 最大的来时已接近成年。

没爹没娘，陈玉芳当起了他们的养母，供他们

上学，帮他们找工作、娶媳妇。

如今，56 个孩子大多都已走上社会，有的

打工， 有的在陈玉芳的资助下开起了服装店，

还有 13 个仍然在上学。

以厂养校，举家助学

背负巨债不离不弃

300 多个贫困生的学费、最多时 60 多个

老师的工资、56 个孤儿的吃喝拉撒， 再加上

校舍加固和日常运转， 所有费用加起来是一

笔庞大的开销。 这些钱都是由陈玉芳的制衣

厂来供养，制衣厂是学校的命根子。

从 2008 年开始， 制衣厂的效益一落千

丈， 每年的盈利已经很难维持学校的正常运

转， 建校和加固校舍时留下的贷款也需要偿

还。 无奈之下， 陈玉芳取消了初中部和职中

部，四里八乡到处借钱。

陈玉芳有一个笔记本， 上面记着所有的

欠债，密密麻麻好几页，总额高达 263 万元。

但陈玉芳坚决不关停学校，这是她的底线。

高额欠债一下子把陈玉芳掏空了。 网友

“7 月石榴花”回复说：“上次在运城碰到陈玉

芳和司机批发蔬菜，开的面包车好破！ ”

举家助学，这的确是“憨憨的一家”！陈玉

芳的老伴陈天力腰上长了肿瘤都没舍得到大

医院去治疗，虽然是副校长，可干的是勤杂工

的活，老汉从来没有抱怨过；两个儿子都因母

亲办校而离婚， 每月还要挤出工资补贴学校

开支，他们从来没有抱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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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玉华说，之所以发帖讲述

北漂经历，目的是让高校学子树

立梦想，为梦想去努力。

他称 ，闲暇时 ，他经常去高

校论坛浏览心理板块内容，一些

学生发帖称自己身高不足，家境

不好，长得不漂亮等等，格外自

卑，这让他很诧异。“想必高校学

子也有如我以前的低落期吧，但

人活着，要有梦，不能低头。 ”

6 日中午，任玉华的修车小

店异常繁忙，来修车的学生络绎

不绝。“小华人好， 修车格外认

真，将修车当成一种艺术。 ”一位

学生说。

宁背百万元债款 不弃“寒门”学校

山西“校长妈妈”以厂养校、举家助学感动网民

6 日， 任玉华展示了 3 年来他建立的

“自行车档案”。 3 个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

录着他的修车心得，车型、款式、年代、零

部件等等，图文并茂，很是详细。

任玉华说，修自行车已是他的一项事

业。“我最大的梦想就是研制出一辆‘骑不

坏的自行车’。 ”他解释，所谓“骑不坏的自

行车”， 是依据经验整理出不同自行车最

容易坏的零部件， 将零部件换成最结实、

耐用的，利用最好的零部件设计出一辆新

车。

任玉华对在清华大学修车的 3 年多

时光充满感恩，“也许在校园外我能赚更

多钱，但是，和清华的老师、学生接触，让

我更坚定了自己的梦想。 ”（据《新京报》）

“我叫任玉华， 是清华园里一个普通的修车师傅

……跟清华园里的天之骄子比起来，我显得微不足道，

但是，我有自己的理想，并一直执著地追求着。”人人网

上，任玉华以书信的形式讲述了自己的励志故事。

网帖介绍， 任玉华初中毕业后就不再上学。 1999

年，他来到北京，到工地上打过工，帮别人擦过玻璃，买

了一辆桑塔纳拉过黑活儿，尝试过做租房生意，卖过桶

装水，收过破烂，干过租车生意……都宣告失败。

北漂的巨大压力使任玉华一度想过自杀，“曾想卧

轨，由于有一个人在附近，我不想被人看见；后来我又

来到河边，准备从桥上跳下去，由于一位老师的出现，

我又没死成；最后，在深夜，在我住的地方，我选择了上

吊，挣扎之际绳子断了，落在了炉子上，屁股被严重烫

伤。 ”之后，任玉华被检查得了精神分裂症，住进医院。

病好后，任玉华慢慢冷静下来。“我要脚踏实地，勤

勤恳恳才有可能获得成功”。

2008 年 8 月，任玉华在清华大学丁香园北门口附

近租了一个五六平方米的小房子，开始当起修车匠。

“这一次，我真的花了所有的心思来修车，我认真

地对待每个同学每一辆车，我可以摸着胸口说，修过的

每辆车我都是尽力的， 每次我都用百分之百的能力来

修，能修的零部件绝对不换，该更换零件的绝对找最合

适、最实惠的。 ”励志帖中说。

任玉华的努力得到回报，“在清华浓厚学风的影响

下，我将修车当成事业……在所有清华园修车铺中，我

的业绩从倒数第一做到了最前列！ ”

北漂坎坷一度想自杀

脚踏实地当好修车匠

为激励学子发励志帖

网言网语

梦想造出“骑不坏的自行车”

“校长妈妈”陈玉芳和几个收养的孩子合影。

清华校园内，任玉华坐在自己的修车铺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