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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沾蓉
生前系苏州市消防员

【主要事迹】
今年3月20日，苏州市工业园区百瑞美特

殊材料有限公司的露天石蜡原料堆垛发生火
灾。消防员全沾蓉冲在前面，却不幸滑入厂区
内覆盖着高温石蜡溶液的沟内，壮烈牺牲，年
仅28岁。

全沾蓉是山东莱阳人，与一年前同在苏
州工业园区救火牺牲的23岁小伙孙茂珲是老
乡。“同在苏州，同是烟台人，同为救火牺牲，
向他们致敬。”全沾蓉牺牲后，不少苏州人向
他和孙茂珲表达敬意。

本报记者 鞠平

全沾蓉是山东莱阳人。走进他
家的大门，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屋子
映入眼帘。

尽管全沾蓉已经牺牲了大半
年，但老家墙上的相框里，他的照片
仍然挂在其中，家里人没舍得将它
取下来。

记者到来时，家里只有全沾蓉
的父亲全福和二舅马贤方在，显得
有点冷清。经过询问才知道，全沾蓉
牺牲后，妻子王欢的精神状态一直
不好。怕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全沾
蓉烧了百日后，妻子便抱着孩子回
了东北的娘家。

全福是村小学的老师，自从全
沾蓉牺牲后，他的心情一直平复不
下来，也就一直没去上班。“媳妇下
个月就回来了，前段日子因为我和
老伴的状态也不好，江苏那边还接
我们过去疗养了一段时间，现在精
神好些了。”全福告诉记者，现在老
两口白天在家还好，但到了晚上还
是会睡不着，想得厉害。

说起儿子，全福又开始抹眼泪。
他忙去院子里抹了把脸，回来时手
里就多了个包。“这是刚发的江苏青

年五四奖章，这是献身国防金质纪
念章，这是一等功奖章……”从包
里，全福将儿子生前和牺牲后的各
种证书、奖章一一取出来，摆在炕
上。“想他了，我就翻翻军功章看看，
看了就难过，难过也还是想看看。”

平常没事了，全福和老伴就经
常上上网，搜搜跟儿子有关的新闻，
搜搜跟消防有关的新闻。“看到相关
的，我就转下来，希望有更多人能记
得他。”说起近期两名消防官兵刘洪
坤、刘洪魁在北京救火牺牲的事情，
全福惋惜地说：“我们山东，就出这
样的好孩子！”

在交谈的过程中，全妈妈从外
面回到家里。看到记者后，她便站在
炕边一直搓着手。“说到底，俺儿就
是彪，太实诚，如果不是他那么负
责，非得过去把那点明火灭了，他也
不至于……”说到这儿，全妈妈有些
哽咽。

全福告诉记者，目前家里的生
活条件还可以，老两口的身体虽然
有些小毛病，但也不严重。“家里的
钱是俺儿卖命换来的，花着心疼！”
全妈妈红着眼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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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华、罗玉龙、张明、朴龙焕等7人
烟台大学保洁员

【主要事迹】
从今年5月份开始，62岁的烟台大学保洁员

吴明华和他的另外6个同事每天除了收拾桌子，
还把剩饭剩菜收集在一起当做自己的饭菜吃
掉，以此倡导节俭用餐。烟大7名保洁员吃大学
生剩饭倡节俭的举动，在半年的坚持之后终于
有了收获，他们的行动不仅影响和改变了烟大
师生，也深深触动了更多的人，唤起大家对节俭
这一传统美德的讨论，把节约之风从校园吹向
了全社会。

文/本报记者 杨玉丽
片/本报记者 韩 逸

“吃了半年剩饭，换来学校餐厅的
泔水少了一半，值！”11月21日，烟大第
七餐厅四楼的保洁员吴明华一天都没
有发现有学生剩下大块的馒头，而在
半年前，整个馒头扔掉的情况也不少
见。

吴明华等7名保洁员从5月份开始
吃学生的剩饭，他们说，一粒粮食就是
一滴汗，这么好的剩饭剩菜倒掉，真的
是不忍心。

烟大中文系的王晶刚得知几名保
洁员捡学生剩饭吃的时候，根本不相
信，她认为老人捡剩饭是要带回家给
宠物，直到有一天亲眼看到几位老人
把集中在桌子上的饭菜吃下去，才勉
强接受了现实。“老人家里太贫困了”，
这是王晶的第一印象，也是90%以上
的人的想法。

其实不然。吴明华是一名退休教
师，退休金满足生活绰绰有余，家里有
房有车，因为闲不住才寻了个保洁员
的工作；65岁的保洁员罗玉龙，儿子就
在七餐四楼承包窗口，儿子儿媳都孝
顺，每餐都给他炒新菜；班长朴龙焕的
儿子和儿媳在外企上班，收入很高；张
明家在莱山区，村里的分红足够老两
口生活得很好……他们除了工资，餐
厅每天还给发10元钱餐费。

罗玉龙说，这些饭菜比他小时候
吃过的麦糠麦麸萝卜缨不知道好了多
少倍。张明总给家人说学校的伙食多
好多好，就是怕吃剩饭的事被家里人
知道了，让他回家享清福。

据烟台大学后勤集团副主任张金
龙介绍，自从7名保洁员吃剩饭倡导节
俭的事情被报道后，七餐四楼的泔水
少了一半，学校比较大的第一餐厅，以
前一天能收30桶泔水，现在能收个十
多桶就不错了。吴明华等保洁员听到
这个消息很是欣慰，吃了半年剩饭总
算有了一定成效。

保洁员吃剩饭经本报报道后，央
视、中国青年报等中央媒体纷纷跟进，
在社会上引发一场大讨论。虽然大多
数人认为保洁员的行为值得尊敬，但
也有人提出，从卫生角度考虑，吃剩饭
可能会影响老人健康。

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
丹认为，大学里的浪费现象不是个案，
这是由社会从传统的农耕文明向都市
化转型所决定，也和独生子女的成长
环境息息相关。“他们看到的粮食都是
用货币换来的，缺乏对土地的敬畏之
心和对粮食的珍惜之情。”此外也和教
育环境有关，在家吃剩了都是爷爷奶
奶扫尾。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
长陈少峰教授认为，“不浪费”应当
成为一种校园文化和生活方式，应
该用整体宣传代替个人行为。与此
同时，应当从理念上和态度上杜绝
浪费。陈少峰说，要解决这件事情，
应当放眼全国高校，致力于节约价
值观的引导。

“爱心妈妈”团队
嘉祥县公益组织

【主要事迹】
2007年六一儿童节，嘉祥县的几名电力

女职工，参加了县妇联组织的与留守儿童结
对子活动。了解后才知道，这些孩子有多需要
呵护。她们便将这种结对子活动坚持了下来，
有的给钱给物，有的把留守儿童接到家里，有
的隔三差五去看望，有的干脆认作“女儿”、

“儿子”。在几位“爱心妈妈”的带动下，更多的
“爱心妈妈”，甚至“爱心爸爸”、“知心姐姐”、
“知心哥哥”也加入进来。

今年5月，“爱心妈妈工作室”正式成立，
团队更加正规。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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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岳茵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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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知心大哥韩兆峰；一年前，满琳有
了一个“大女儿”……文慧、满琳、韩兆
峰各有不同的家庭，但都与贫困留守
儿童、孤儿结了对子，成了孩子们口中
的“爱心妈妈”。

这几天，文慧正忙着给儿子买鞋
子。“前两天去看我儿子，他又长高
了。”文慧口中的儿子叫程程，并不是
她的亲生儿子。

四年前，文慧参加一次与留守儿童
结对活动，遇到了程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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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程哇的一声哭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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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原来对我挺好的，后来又有
了孩子就不要我了。”程程哭着，一滴泪
正好落在文慧的手背上，像一根钉子扎
进了文慧的肉里。“我当时就发誓要像对
自己儿子一样对他，给他一个家。”

文慧的同事满琳，也正为12岁的
女儿丹丹张罗棉衣。“天冷了，孩子长
得太快，去年的衣服穿着都小了。”一
年前，36岁的满琳与嘉祥县梁宝寺镇
的孤儿丹丹结成对子，丹丹叫她满妈
妈，她叫丹丹大女儿。

丹丹4岁时，她的亲妈妈抛下父女
俩外出打工，再也没回来。5岁时，爸爸
因肌萎缩去世。丹丹从此跟着爷爷奶
奶生活。自从认识了满妈妈，她的人生
发生了变化。每逢节假日，满妈妈会接
她到城里住两天，她也因此第一次吃
到了肯德基。

重阳节那天，韩兆峰收到在烟台上
大学的弟弟宜华的短信。他在短信里抱
怨做了一个半月的家教只有600元钱。韩
兆峰与他短信聊了两个小时。“他受到挫
折了，我得引导他任何时候都不能丢失
积极向上的心态。”韩兆峰说。

两年前，韩兆峰晨练时遇到问路的
宜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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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谈中得
知，8年前他的父亲因癌症去世，大哥是
个哑巴，二哥在安徽上大学，他也考上了
烟台大学。除了低保，母亲靠捡破烂维持
整个家，没钱上学，他来城里问怎么办助
学贷款。之后，韩兆峰不但为他凑集学
费，每年都会给他生活费。

第一次吃肯德基、第一次去城里
住、第一次去科技馆……“爱心妈妈”
给了孩子们无数个第一次，他们也收
获了孩子们的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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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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