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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国家电网嘉祥供电公司的“爱心妈妈”们———

用用爱爱心心牵牵手手，，就就想想让让他他们们过过得得更更好好
一次偶然的相遇，铸成割舍不掉的亲情，日积月累，这份亲情已经超越了血缘。四年前文慧和程程的

相遇，改变了两人的一生；两年前宜华也遇到了他的知心大哥；半年前50多岁的郑寿河也有了二女
儿……他们都是国家电网山东嘉祥供电公司的职工，而他们还有上百位同事都与贫困留守儿童、孤儿
结成了胜似血缘的亲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爱心妈妈”。

两年前，31岁的韩兆峰晨练
时遇到一位小伙子，穿着破旧的
校服，一双胶鞋到处是洞，推着
一辆大轮车。“大哥，县武装部怎
么走？”小伙子问。“我正好也往
那走，一起吧。”韩兆峰说。

聊起来才知道，小伙子叫宜
华，19岁，嘉祥县梁宝寺镇桑科
集村人，8年前父亲因癌症去世，
大哥是个哑巴，二哥在安徽上大
学，他今年也考上了烟台大学。
除了低保，母亲靠捡破烂维持整

个家，没钱上学，宜华想到报名
免费的军校。很遗憾的是他没被
军校录取。

韩兆峰说，后来他去宜华
家，一家人住的是土坯房，到处
都是母亲捡来的垃圾，家徒四
壁。说到这里，韩兆峰哽咽了，不
停拍着自己的胸口，强忍着泪
水。韩兆峰学生时期家境贫困，
有过一样的困境，才懂得泥泞中
的人最需要什么。韩兆峰资助了
宜华1000元，但离1万多的学费

还差得太远。宜华借遍了亲戚朋
友，只借到1000元。韩兆峰帮他
申请助学贷款，争取到“阳光利
群助学金”，刚好够学费。“你是
我这辈子的恩人，我会报答你
的。”大学报到时，宜华哭着说。

入学后的宜华勤工俭学，勉
强够生活费，学校为他减免了不
少学费，成绩优异的他每学期都
能拿奖学金，隔三差五给大哥打
电话发信息，每次回家都要先去
看大哥。一次回来，宜华给大哥

带了一包鱼片，韩兆峰放了很
久，“这包鱼片对我来说太珍贵
了，舍不得吃。”

宜华有了这位大哥改变
了不少。7日，记者与他通电话
时，他说：“若不是遇到了大哥，
我的人生轨迹不知会发生什么
样的改变。遇到他后我从一个内
向自卑的孩子，变得善于与人交
流，原来认为人情冷漠，大哥教
会我要懂得奉献，也要感恩。等
我有能力了一定会报答他。”

四年前，文慧参加一次与留守
儿童结对活动，遇到了8岁的程程。
程程板板正正地坐在座位上，黑亮
的大眼睛不停地眨着，看着渐渐走
近的文慧。“宝贝，阿姨坐你里面，你
起来让阿姨进去好不好？”就这样，
两个人紧挨着坐在了一起。

“宝贝，你爸爸妈妈在哪打工？”
文慧以为程程和多数留守儿童一
样，父母在外务工，没想到程程哇地
一声哭了。不知所措的文慧后来才
知道，程程还没出生爸爸就出车祸
去世了，妈妈生下他后也改了嫁。虽
然有时也回来看他，但因为有了新
的家庭，慢慢地疏远了程程。

“我妈妈原来对我挺好的，可后

来又有了孩子就不要我了。”8岁的
程程哭着，一滴泪正好落在文慧的
手背上，就像一根钉子扎进了文慧
的肉里。“我当时就发誓要像对自己
儿子一样的对他，给他一个家。”之
后，文慧每隔几天就去看程程，节假
日把程程接到家里住，和自己的儿
子一起玩，买学习机、衣服、书籍也
是一人一份。

7日，记者跟着文慧来到程程家，
小家伙早早地在路口顶着太阳等着，

“阿姨，这么热的天你咋又来看我了，
我挺好的，你别担心。”程程嘴上虽然
这样说着，但一脸的开心。他一直想
叫文慧妈妈，但文慧顾虑孩子的母亲
仍和他有联系，不想因为她的存在让

母子俩隔阂更深，事实上，在她心里，
他早就是自己的儿子了。

“他比我亲妈妈好多了，带我去
城里吃肯德基，摘草莓，去济宁科技
馆，这都是我从来没接触过的。还经
常接我到她家里住，和弟弟一起
玩。”程程说完指着头顶上的石榴，

“俺家的石榴和柿子快熟了，到时候
给阿姨送去。”

程程说，文慧的出现让他改变了
很多，以前他不敢听小伙伴说起爸爸
妈妈，自卑、孤僻，现在他和小朋友们
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个比妈妈还亲的
阿姨。程程的爷爷奶奶临走时给文慧
拿了两个咸菜疙瘩，一路上文慧双手
捧着，她说这是她的宝贝疙瘩。

50多岁的郑寿河，儿子已经
工作了，半年前他参加一次结对
活动时，与梁宝寺镇运河村12岁
的英萍结成了对子。“活了大半
辈子又多了一位女儿。”郑寿河
笑着说，他至今记得第一次见女
儿时的情景。

今年三八节，国家电网山东
嘉祥供电公司组织“爱心妈妈”
在梁宝寺留守儿童学校举办结

对子活动，郑寿河作为“爱心爸
爸”也参加了，留守儿童站成一
排和“爸爸妈妈”逐一结对子。英
萍正巧站在郑寿河面前，羞涩的
小姑娘有些不敢抬头看他。“一
排孩子穿的都是运动鞋，就她穿
着一双破旧的布鞋，怎么问她她
都不说话，很扭捏也很羞涩。”郑
寿河说，英萍上有姐姐下有弟
弟，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腰

间盘突出不能干活，家庭贫困但
学习成绩却是全年级第一。

几天后，郑寿河千挑万选地
为英萍买了一双运动鞋送到家
里，亲自给女儿穿上。“我爸爸都
好久没给我穿过鞋了，我才刚认
识伯伯，他还给我系鞋带，这个
人不坏。”英萍从那以后就叫郑
寿河伯伯，每次考试完总要第一
个向伯伯汇报。英萍的妈妈韩小

元说，英萍比以前学习更刻苦
了，或许是有了伯伯监督的缘
故，孩子更有上进心了。

8日，记者跟随郑寿河来到
英萍家，这次他给女儿送来一
双黄色的运动鞋，急着让女儿
试试。“正好。”英萍高兴地对郑
寿河说。“当然啦，我知道你脚
的尺寸。”郑守河笑得非常开
心。

50多岁了，又多了个“亲闺女”

一次问路，弟弟遇到了恩人“大哥”

一次活动，儿子找到了“亲妈妈”

文/片 本报记者 岳茵茵 张晓科 实习生 张月 通讯员 李军

爱爱心心在在播播撒撒中中成成长长

“亲爱的妈妈，我想你了，你想我了吗？……”这是嘉祥县一名
留守儿童写给“爱心妈妈”的信。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孩子们在
字里行间流露出了胜似血缘的依恋。这些“爱心妈妈”们就像沙漠
中的一泓清泉，让孤单的孩子们看到了希望。

“每一个结对职工的家属
对这一爱心行动都非常支持。”
国家电网山东嘉祥供电公司党
委书记孔祥华说，职工自己的
孩子和这些孩子接触后大变
样，他们相处得很融洽，学会了
分享，更懂事了。“‘爱心妈妈’
是我们公司的骄傲，现在我们
通过一次次活动把‘爱心蓄水
池’做得更大，让更多的孤困儿
童得到爱的滋润。”

“不少朋友问我能不能
加入，我们当然欢迎了，只要对
孩子们好，付出不图回报，我们
就欢迎。”爱心妈妈工作室的工
作人员说。也有“爱心妈妈”坦

言，不少年龄大的孩子上了大
学后，就主动断了联系，虽然他
们也曾心酸过，但不会因此影
响继续帮助别人的决心。“我们
没想过要孩子们回报，只希望
我们的付出能让他们过得更
好。”爱心妈妈满琳说。

济宁供电公司党委书记李
作兵表示，将在全市供电系统
推广“爱心妈妈”团队，让更多
的职工加入进来，使供电系统
的“爱心妈妈”队伍越来越壮
大。用真情播撒希望，用爱心传
递温暖，真正让孤困、留守儿童
感受到“离开父母不乏亲情，留
守在家不缺关爱”。

“爱心妈妈”团队将在全市推广

现在，嘉祥供电公司的职
工每年都参加结对活动，并把
与留守儿童的关系维持下去，
有的给钱有的给物，有的接到
家里和自己的孩子一起过假
期，有的隔三差五就去家里看
望，视如己出。

后来，爱心妈妈不再单单局
限于嘉祥电力公司的女职工，不
少有孩子的男职工也加入进来成
了“爱心爸爸”。再后来，又多了

“知心哥哥”、“知心姐姐”。爱心像
一面旗帜，挥舞着、号召着不断有
人加入。截止目前，嘉祥电力共有
103位职工加入到“爱心妈妈”中，
男职工占了四分之一。

除了每年与留守儿童学校

不定期结对，孤儿、单亲孩子、残
疾儿童、贫困学生……遇到这些
孩子们，“爱心妈妈”们都会尽己
所能的去帮助他们。今年六一，

“爱心妈妈”们还带着自己的“孩
子”参观了供电公司，去城里吃
肯德基，去生态园摘草莓……

“我想应该更多地从心灵
上给他们帮助，这些孩子对家
庭这个词很敏感，却也非常渴
望家庭的温暖。”爱心爸爸郭继
海说，同事们也意识到了这一
点，今年5月，“彩虹爱心妈妈工
作室”在嘉祥电力公司成立，工
作室完善了“爱心妈妈”章程、
制度、基金管理，使“爱心妈妈”
团队更加正规。

“嘉祥供电公司不只供电，
还贡献爱心。”嘉祥县妇联副主
席王金丽说，“爱心妈妈”是活
跃在嘉祥县的一支天使队伍，
为贫困儿童默默奉献着。如今
这支队伍5岁了，不仅有爱心妈
妈，还有爱心爸爸、知心哥哥、
知心姐姐。

嘉祥县是农业大县，外出
务工人员多，2011年有统计称
农村留守儿童数约有1万3千多
人，每年只增不减。为此，从多
年前开始嘉祥县工会、妇联，每
年都要举行职工与留守儿童一
对一结对子的活动。

2007年六一儿童节，嘉祥
电力公司的文慧、赵海霞和几
名同事一起参加了结对活动，
了解后才知道，这些孩子的内
心有多么脆弱。“就像易碎的玻
璃，家庭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
亟需亲情的呵护。”

这些孩子和她们的孩子年
龄差不多，但生活的环境却如
天壤。“我家是独生子，有了好
东西总是独占，自从把结对的
程程带回家，儿子慢慢改变了，
学会了谦让。这些孩子其实很
懂事，城里孩子缺的就是这份
难得的懂事。”文慧说。

脆弱的心灵需要亲情的呵护

不仅有“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姐姐”

图1：文慧和程程十分亲密，如亲生母子。 图2：除了宜华，韩兆峰还与两名留守儿童结成了对子。
图3：郑寿河和“女儿”英萍相处十分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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