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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5日起，本报以《没有大
娘们，我早就死在村头了》为题，报道
了病瘫闺女刘小芳的遭遇，村里的大
娘们给小芳找医生治病，还找爱心车
队接送就医。

经过聊城中医郝树旺大夫将近5
个月的免费治疗，刘小芳的身体大为
好转。4月13日，在丈夫宋连勇的陪同
下，刘小芳回到卢庄村“走娘家”，看
望大娘们。

二刘村村委会下设二刘庄、卢
庄、小辛庄三个自然村，小芳三年前
就流落在卢庄村。听到小芳回来的消
息，大娘们照例到村头王贵喜大娘家
的超市集合。

小芳等了半天，却仍不见离得最
近的许大娘过来。大娘们支支吾吾，
让刘小芳心里十分忐忑，她推着轮椅
走到许大娘家门前，门上雪白的挽联
分外刺眼。原来83岁的许大娘去年腊
月十八就去世了，大家怕小芳伤心，
没有告诉她实情。

“大娘，我来晚了！”刘小芳声泪
俱下，懊恼自己还没能回报大娘。

“我们不怪她，她自己都顾不了
自己，让她来干啥。”因为认识几个
字，会用电话，73岁的付桂英大娘和
小芳联系得最多。她告诉记者，许大
娘名叫许凤英，身体一向很好，去世
前一天还在打麻将，但夜里突发脑淤
血，送到医院没能救过来。

“我们都不指望她回报，她自己能
过好就行了。”王贵喜大娘说，小芳脱不
开身，还带着孩子，不能给她添麻烦。

大娘们的宽容和理解，让无力回
报老人们的小芳更加自责，难以释
怀。聊城城区、茌平县两地的爱心人
士和爱心企业听说后，想到了一个点
子，有设备的出设备，有人的出人，有
钱的出钱，有节目的出节目，纷纷发
动身边的资源，准备办一台晚会，取
名“献给母亲的歌”，向大娘们致敬，
缅怀去世的许凤英老人。

傍晚7点多，村民用鸡
块炖冬瓜，就着刚蒸出来的
大馒头招待志愿者们。此
时，吃过晚饭的村民们已经
开始向村小学聚拢，就等晚
会正式开始。

晚上7点30分，操场上
已挤满了数百位村民，这个
8 2 0余口人的村庄几乎空
了。大家搬着板凳，或坐在
电动三轮上，老人们占据着
最好的位置，年轻人就坐在
旁边。一家婚庆公司得到消
息有些晚，连夜派人过来支
援，一名摄像师和伏学刚一
起，分别负责近景和远景拍
摄。

演员就位，李萌、靳军

两位志愿者客串主持人，最
后对了一遍词，演出正式开
始。村里的广场舞、老人们
爱听的豫剧、孩子们爱看的
魔术，《母亲》、《父亲》、《南
泥湾》等歌曲…… 1 4个节
目全部是由志愿者和村民
们共同完成。从13日决定办
晚会，到18日正式开始，整
个晚会的筹备时间只用了
不到5天。

“村里的大娘们有好几
个叫桂英的，都是巾帼英
雄！”张桂莲是茌平当地的
志愿者，自幼喜欢唱两句豫
剧，当晚她给村民们演唱了

《穆桂英挂帅》，赢得阵阵
掌声。

天气预报说18日晚上
有小到中雨，这是所有参与
这场晚会的人最担心的事
儿。雨还是如约而至，为了
能让晚会顺利进行下去，志
愿者给摄像机套上方便袋，
电脑也用纸箱扣上。

晚上8点40分，雨点越
来越密，但所有演出人员和
观众都没有离场，他们撑着
雨伞、披着雨衣，一直到晚
上9点半晚会结束，村民们
帮志愿者收拾完东西，把舞
台拆卸装车后才回家。

“就算大雨让整个世界
颠倒，我会给你怀抱！”晚
上 1 1点回到家，志愿者赵
鹏这样感慨。

“你幸福吗？”这台晚会
的发起者和组织者，茌平公
益顺风车协会会长陈永军这
样问刘小芳。如今家里有个
小超市，有疼爱自己的公婆，
围着自己转的丈夫，还有可
爱的儿子，她说，“我是世上

最最有福气的人！”不过，她
不敢想如果没有大娘们，她
早就死在了村头，也不可能
认识宋连勇，并舍命为他生
下孩子，更无法想象能在郝
树旺大夫的治疗下，在全省
各地好心人的关心下，最后
站起来。

茌平公益顺风车协会从
1月8日开始接送刘小芳到聊
城就医，至今已三个多月。顺
风车的理念原本是绿色环保
顺路捎带，而刘小芳家所在
的刘古村很偏僻，达不到顺
路捎带的条件，但志愿者还
是坚持专程免费接送。仅仅
这三个月，接送30多趟就折
合3000多公里，前后出动志
愿者百余人次。

“ 我 为 我 们 村 能 有 这
么多好心人而感到骄傲和
自豪。”二刘村村支书刘汝
石说，刘小芳与二刘村没
有任何血缘关系，但她现
在却牵动着二刘村每一位
村民。

在二刘村居住的两年多
时间，刘小芳受到了村民无
微不至的关怀照顾，有的送
饭菜，有的送衣服，还有人为
她送钱看病。每天早晨大娘

们都会去照顾她，并且彼此
分工明确，有的端尿盆，有的
帮她穿衣服，连她住的地方
院落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正
是这些关爱让她有了生活下
去的精神支柱。

“在此，我受刘小芳本
人委托，向这些善良朴实
的村民们表示感谢，向帮
助过她的周凤兰、杨凤云、
乌东连、付桂英、王贵喜、
杨桂兰、殳金元、杨桂英、
杨淑青、许凤英、刘香连、
杜春红、袁秀英、刘秀芳、
于会敏、耿桂琴、卢学忠、
张桂荣、谢来荣、卢长荣、
赵金英、王金海、毛桂英、
吴冈英、杨振英、李修兰等
3 0 多 位 同 志 表 示 感 谢 。”
村 支 书 刘 汝 石 在 舞 台 上
说。

在大家的搀扶下，十二
个大娘登上舞台，与小芳站
在一起。一位大娘怕小芳受
凉，一上台就帮轮椅上的小
芳把褥子盖好。而听着村支
书的话语，小芳早已哭得抬
不起头来。“谢谢，谢谢大
家……谢谢大娘。”小芳用断
断续续的声音，不停说着感
谢。

再次回村

一位大娘已去世

5天筹备14个节目，村民雨中看完表演

“我是世界上最最有福气的人”

数十位志愿者

村里搭台办晚会

4月18日下午2点，50岁的茌平公
益顺风车成员秦明升从聊城大学出
发，赶往博平镇二刘村。与此同时，聊
城、茌平两地数十位爱心人士，也在往
同一地点赶。他们要在二刘村小学集
合，为办好这场公益晚会做最后准备。

这些志愿者有主持人、摄像师，
有化肥厂老板、婚庆公司老板，有出
租车司机、工厂工人、家庭主妇，还有
大学里的电工，他们很多人都互不相
识，只是通过帮助刘小芳，得知了大
娘们的事迹，深为感动。

“干这样的事儿，心里踏实、开
心，被人尊重。”47岁的伏学刚当起了
晚会的摄像师。他正在调试三天前刚
刚做好的12米摄像轨道，为了这个轨
道，他琢磨了很久，焊接底盘，再加上
两根钢管，他要将这台公益晚会尽量
完美地记录下来。

20年前，伏学刚从江苏宿迁来到
茌平，他和妻子班素云在茌平已经做
了七八年摄像的生意，加上两个已经
成家的孩子，一家四口现在有了一个
传媒公司，在当地小有名气。“做这种
事儿很有必要，应该做，尽我们所能，
把爱心传递下去。”伏学刚说。

接电线、布置舞台、安装音箱、调
试设备、搬桌椅……一下午的时间，
志愿者和村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布
置。二刘村村支书刘汝石在村里贴出
了告示，还用大喇叭告知了村民们晚
会的时间和地点。

临近傍晚，宋连勇开着三轮车载着
刘小芳早早去晚会现场。穿上最好看的
衣服，刘小芳在丈夫的搀扶下，慢慢走
着，让大娘们看她恢复的状况。“这是在
郝大夫诊所的时候，一位从枣庄来看病
的杜大姐送我的羽绒服，新买的。”刘小
芳指着自己的外套向大家介绍。

“又瘦了！”上次来村里，付桂英
大娘没能见到小芳，这次连忙上去摸
摸她的脸，佯装质问宋连勇，“是不是
舍不得让俺闺女吃好？”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小芳的脾胃
恢复得很好，饭量不错，最近一有空
就做锻炼。“对她不好，俺们可不干！”
几位大娘嘱咐宋连勇，要好好对待小
芳，“没有大娘们，你哪儿能娶到这么好
的媳妇，还得了一个胖小子。”

“恩似娘亲”

4月18日傍晚，时落
时停的春雨中，一场别开
生面的晚会在茌平县二
刘村小学操场上开幕，这
场“献给母亲的歌”公益
晚会是为了向村里十多
位好心的大娘们致敬。

三年前，身患重病连
筷子都拿不起、被遗弃在
茌平县卢庄村的刘小芳，
多亏十几位大娘轮流送
饭、端屎倒尿伺候，并给她
张罗老实可靠的丈夫，生
下乖巧的儿子，重获新生。

4月13日，回“娘家”
探亲的刘小芳得知其中
一位大娘已在年前去世，
懊恼不已，遗憾自己还没
能回报大娘。而爱心人士
和企业听说后，为了圆刘
小芳的梦，用不到5天时
间，办起一台晚会向大娘
们致敬。

文/片 本报记者 郭庆文

““大大娘娘，，我我来来晚晚了了””
“病瘫女孩”刘小芳回村，爱心人士帮她“献歌”大娘们

在晚会现场，十二位大娘受邀登上舞台，和刘小芳站在一起。

一回到村里，70岁的杨桂英大娘就拉着刘小芳询问近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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