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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9月3日讯 “好人”

郑承镇的病情日益加重。前

一段时间因病住院后，近日

来，郑承镇连续两次出现昏
迷，医院甚至一度下发了“病

危通知书”。然而，躺在病床
上的他依然惦记着家里的10

个孩子，时不时地向身边的

人打听他们的情况。为保证

老人得到更好的治疗，医院

ICU病房贴出了“谢绝探视”

的告示。

被称为“流浪儿之父”的

郑承镇老人今年只有63岁，

但由于长期操劳，加上生活
环境较差，老人的身体一直

不是很好。从去年下半年至

今，郑承镇已多次入院。今年
7月9日，因哮喘病发作，老人

再次前往医院，住进了山东

省胸科医院病房。

3日下午3点，记者在省
胸科医院新院区住院部看

到，在郑承镇所住的ICU病

房房门上，“谢绝探视”的告

示非常显眼。透过门上窗户

可以看到，老人戴着氧气罩，

侧躺在病床上。由于不能正

常进食，护士正在通过胃管

输送食物。“郑老挂念着他的

那些孩子，醒来第一件事就

是找孩子。”陪护说，清醒时，

郑承镇每天都要催他给孩子

打电话，询问上学情况。

山东省胸科医院新院区

一病房主任孙文青告诉记

者，老人年龄大了，再加上

哮喘病是痼疾，此前他经常

用一些偏方治疗哮喘，里面

含有大量激素，导致老人免

疫系统遭到很大破坏，免疫

力低下，体内的菌群失调，

这给治疗带来很大困难。住

院后，老人病情一直在加

重。8月17日，医院下发了

“病危通知书”，最近这两

天情况尤其不乐观，连着出

现两次昏迷。

“他现在不是单纯的慢

性堵塞性肺病，这两次昏迷

与他的免疫力低、心衰等有

直接关系。”孙文青表示，老

人脾气比较倔强，坚持不用

无创呼吸机，这也导致了他
的昏迷。目前，医院已组织多

个专家对郑承镇进行会诊，

以制订一套系统全面的治疗

方案。

自从郑承镇住院后，不

少热心市民自发到医院看望

老人。省胸科医院新院区一

病房护士长李春梅表示，考

虑到郑老的病情，医院贴出
了“谢绝探视”的告示，但这

依然阻挡不了市民的热情。

除了探望和送鲜花外，还有

不到市民自发捐款。截至目

前，市民爱心捐款已超4万

元。“我把钱都统一存到一个

银行卡上，每进一笔善款，每

花一分钱，都会做详细记

录。”

据了解，郑承镇现在还
收养着10名流浪儿童。他生

病后，有8个孩子由北坦社区

居委会的工作人员帮他照

料，这些孩子也是他最放心

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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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郑承镇
病情加重
连续两次出现昏迷

医院一度下发“病危通知书”

热心人接过老郑“爱心棒”

有人出钱，有人出力，老郑收养的孩子过得很好

3日下午，济南新菜市街4号，一辆破

旧的机动三轮车停在院子门口，它的主人

是63岁的“流浪儿之父”郑承镇。7月9日

郑承镇住院后，它再也没有动过。这里是

闻名全国的“流浪儿孤儿私人收养所”，

23年来，郑承镇为社会收养了400多个流

浪儿。现在，这里还住着10个孩子，他们

中大部分在9月1日上了初中。

家里没有了爷爷

16时40分，第一个放学后回到这个

收养小窝的是11岁的小学生范洋洋。

郑爷爷不在家，只有孩子们收留的一

条小狗，从破烂的门洞里伸出头来欢迎小

主人。洋洋拿出钥匙，试了几次才打开屋
门，拔出钥匙也很费劲。小洋洋告诉记者，

他老家在临沂，2009年来到这里。“我爸

爸去世了，妈妈不要我，把我送到火车站

就走了，不管我了，郑爷爷把我带到这里，

给我饭吃让我上学。”和他一起回到这个

破旧却温馨的小窝的畅畅(化名)也有同

样的遭遇。他家离济南并不太远，爸爸出

车祸死了，妈妈扔下他就走了。小畅畅选
择了流浪，在济南火车站旁边混日子，直

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这个慈祥的老人。

与其他孩子无人问津所不同的是，小

畅畅的老家这几天好像有了消息。9月2

日，一名妇女知道了郑老住院的消息，自

称孩子的姨妈，打听着找上门来要把他领

走。好心的邻居不干，“老郑不在家，我们

不知道她是什么身份，不知道她和孩子到

底是什么关系，不敢让她带走孩子。”邻居
们拒绝了这名妇女的要求。这名妇女没有

坚持什么，留下几百元钱走了。

一天三顿都有着落了

记者随着孩子进入屋里，发现桌子上

已摆好了饭菜。孩子们好像肚子并不饿，并

不急着吃饭，甚至不大去看桌子上摆着的

饭，而是坐在床上或桌子前做作业。

孩子们的屋里放着很多捐助的电脑

之类的用品，屋子周围摆着很多方桌，这

是孩子们学习的地方。除了这些书桌椅
子，就是郑承镇的床铺。孩子们休息的房

间在隔壁。几张上下铺的大床挤满孩

子。郑承镇只收养了小男孩，他曾告诉

记者，等房子大了，有了更多的放床铺

的地方，他再找个老伴儿之后，一定多

收养几个女孩儿。

孩子们告诉记者，桌子上的饭是

中午朝山街的柳奶奶过来给做的，除
了中午的，她把孩子们的晚饭也提前

做好了。桌子上的菜，一个是蘑菇炒
肉，一个是卷心菜炒肉，闻起来很香。

“饭菜比以前郑爷爷在这里时还好。”

孩子们说的柳奶奶叫柳毓富，今

年已经60岁了。她不知道怎么晓得了

老郑住院的消息，赶到医院看望并留

下了几百元钱。此外，她还每天中午
乘坐公交车过来，自己花钱买菜买肉

买馒头，给孩子们做中午饭和晚饭，

天天不落。

记者询问孩子们早饭和早晨起床
上学的情况，热心看护孩子们的邻居

闫宗莉说，“孩子们的早饭也有好心人

给买，也是天天不断。早饭是一位姓杨
的老板天天买来送到这里，孩子们吃

得很好。我也担心孩子们早晨起不来

耽误上学，没有想到这些孩子很自觉，

很早就起来洗刷活动了。耽误不了上

课。”闫宗莉家住这个爱心小窝的隔
壁，当有孩子们吵闹或受到外人欺负
打架时，她总是上前管一管。

很多人送来钱

通过聊天，记者发现，孩子们很记

挂还在住院的郑承镇。“我们前几天去

看过了，但有段时间没有去了。爷爷住
院的地方离这里很远。今天下午，有个

在窗帘城做生意的好心人要在傍晚过

来，说是开车送我们去医院，再去看看

爷爷。爷爷病得很厉害。”孩子们说。

闫宗莉说，老人生病住院后，天桥

区“从书记张辉到街道办、社区干部，

都有各级领导来这里或者医院探望，

区里和市里的红十字会、慈善会都送

来了救助款、捐款，老人孩子都很感

激。”闫宗莉说，还有很多好心人在帮

助这些孩子，“有个叫历嘉波的爱心团

负责人，经常来这里看望照顾孩子。好

心人真是不少。”北坦街道办的工作人

员还组成了值班小组，轮流照看这个

爱心小窝。

邻居们说，为了收养这些孩子，老

人起初跑四家医院轮流卖血，几十年

来不大吃早餐省钱，靠收废品挣点补

贴……几十年的无私收养和救助也得

到了回报，一些长大了走出这个收养
小窝的孩子，参加了工作或做了生意，

听说郑老生病住院，纷纷从遥远的地

方赶来探望。王志成从内蒙古自治区

放下工作来探望老人，常建军从沈阳
赶到医院，孩子们在假期陪护在医院

病床前……

闫宗莉说，“很多人一开始不理解

老郑，以为他有什么私心。可是谁会几

十年一直这么做，全心全意为了这些

可怜的孩子呢？老郑在1995年的时候

收养了77个流浪儿，他曾经说，这不是

我的开始，也不是我的结束，只要我活

着，我会一直这么做下去。他这么坚持
下来了，把好人做到了最好。”

“老郑一定要安心养病。”

在3日采访时，郑承镇的老邻居
们再三地叮嘱记者，让记者一

定给老郑捎句话，安心养病，大
伙一定会把孩子们照顾好。

邻居们说，老郑是在今年
正月十五那天发现吐血的，不
久住进了市立医院，后来又住
进了东郊的胸科医院。

老郑住进胸科医院近两个
月了，躺在病床上的他最记挂
的就是家里的孩子们。这些孩
子今年9月初大部分就上初中
了，学费怎么办是他的一个大
心事。

9月1日开学这天，果然有
三个孩子被学校卡住了。他们
被要求必须先缴纳书本费等费
用，无奈之下他们跑回了家。

邻居闫宗莉告诉记者，这些
孩子被要求缴费是因为学校不
知道情况造成的。随后，热心人
找到北坦街道办事处，希望政府
部门帮助协调一下。不久，这三
个孩子就被通知免费上学了。

“老郑的这些心事都解决
了，他可以安心养病，没有什么
需要挂心的。”采访结束时，邻
居们又一次叮嘱记者，一定要
让郑承镇安心养病。

老邻居寄语郑承镇

“有大伙在，你就放心养病吧！”

“孩子上学了吗？适应得好吗？”

每次从昏迷中醒来，郑大爷总是先问孩子

“郑承镇唯一的牵挂就是
他收养的孩子，亲生父亲也未
必能做到这样。”3日下午，在
省胸科医院新院区一病房内，

护士长李春梅告诉记者，近几
天来，郑承镇已两次昏迷，但
每次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
是“找孩子”。

半个月前，郑承镇收养过
的一个孩子，在得知他病危后，

特意从新疆赶到医院看望。这
个孩子跟着郑承镇生活了8年，

他们感情特别深厚，由于来得
匆忙，家庭困难，孩子是空着手
来医院的。当时郑承镇见了孩子
特别激动，一直拉着孩子的手，

不停地嘱咐，虽然话说得不是很
清楚，但他一直在唠叨。孩子临
走时，郑承镇特意把李春梅叫到
身边，嘱咐她从爱心人士捐的爱
心款中，拿出400元钱给孩子当
路费。“他当时就说，孩子不容易
啊，来回要花不少钱，孩子有这
分心就够了，钱不能让孩子拿
啊。”李春梅称，按照郑承镇的
要求，她拿出400元钱给孩子，

但是孩子也很倔强，坚决不拿。

后来，经双方多次“妥协”，孩子
拿走了200块钱。

在郑承镇收养的诸多孩子
中，目前让他最不放心的就是
今年9月1日刚刚上小学的阳
阳，郑承镇第二次昏迷后，醒来
的第一句话就是：“阳阳在哪
儿？他上学了吗？”“老郑也真是
够倔的，我们说孩子很好，他根
本不放心，必须得亲眼看到了，

才能安心啊。”陪护告诉记者，

老郑的侄子、外甥来看他，简单
说上几句话后，就又嘱咐上了
他们，一定得看好那些收养的
孩子。

现在医院要求“谢绝探
视”，但郑承镇根本“不理会”这
些，孩子们刚刚开学，马上就过
周末，他又给医护人员提出要
求，周末把孩子们都叫来医院，

他要问问他们的学习生活情
况。“郑老的倔脾气上来，我们
真是没办法，孩子来看他，必须
得有他的主治医生和护士在才
可以，现在他不能激动，否则心
率和血压都会升高，这样会有
危险的。”李春梅说。

护士

长正在整理

社会各界献

给郑承镇的

爱心。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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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春节，几个孩子和郑大爷一起过节。本报记者 朱頔 摄(资料片)

在病房内，护士正在照顾病重的郑大爷。为了不影响郑大爷的

情绪和稳定病情，门上贴了“谢绝探视”。 本报记者 王媛 摄

好心人给孩子们做好的饭就放在桌子上。本报记者 董从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