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她把把水水饺饺店店开开成成了了““爱爱心心之之家家””
李小鲁：做好事是我一生的享受

本报记者 于悦
实习生 赵晓彤

每年都要
看望她帮助的孩子们

再过两天，李小鲁就要动
身去甘肃的釜川小学和釜川中
学，去看望她牵挂的孩子们。从
临沂出发，35个小时的车程，遥
远的路程阻挡不了她想念孩子
们的心。

“我每年要给特别困难的
几个孩子帮助，但是不会直接
给钱，而是打给老师，为了照顾
孩子们的自尊心，不想给孩子

们压力。”李小鲁说，“我要见见
我其他的孩子们，我挂念他
们。”

几年前李小鲁去甘肃学校
捐物资时曾住在校长卧室里，
一张简单的床，床上是很薄的
被子，“我就觉得太苦了，我下
次一定给他们带毯子过来。”去
年，李小鲁坐着大货车到了甘
肃，带着很多毛毯，车上拉着10
万件衣服，还有孩子们的学习
用品。在那里她走访了一个星
期，了解了当地的情况后她感
叹道：“太困难了，你想象不到
的苦，不下雨没有水，天气又干
燥，修了自来水因为海拔高也
通不上来，我希望这些东西能

给他们一些帮助。”
这些年，李小鲁的踪迹遍

布新疆、青海、甘肃，还去过四
川和云南，每当去看望那里的
困难儿童时，孩子们抱住她说：

“阿姨，我以后一定要好好学
习，长大了能像你那样去帮助
别人。”这是她爱心传递的见
证，也是动力，让她心里暖暖
的。

她有很多“爹娘”
水饺店成了爱心店

刚过去的大年三十和大年
初一，李小鲁的水饺店里坐满
了孤寡老人、残障人士、孤儿。

这家店是她七年前为了助人才
开的，赚的钱大部分都拿去做
好事，平时也免费接待老人们
吃饭。每年过年，水饺店的传统
就是免费给没地方过年的人提
供暖和的地方和管够的热乎饺
子。“我的水饺店就是他们的
家。”李小鲁说。

李小鲁说：“我有很多爹，
很多娘，所以我很忙。”从在浙
江打工开始，李小鲁每周都去
看望当地的孤寡老人，为他们
买上些日用品和吃的，为他们
做饭打扫卫生。有一次在老人
家里留宿，老人颤巍巍地拿出
热水袋，崭新的，一下子拿出了
六七个，“闺女啊，我们没什么
好东西给你，也没有钱，你在这
儿睡觉可千万不能冻着，我给
你买了热水袋，新的，不脏，你
快灌上热水暖和暖和。”

李小鲁躺在床上摸着从头
到脚的热水袋，眼泪当时就流
下来了，“热水袋很热，身上暖
和，心里更暖和。”当李小鲁准
备走的时候，老人拿出一副手
套，是老人点灯熬油亲手为她
做的，“孩儿啊，这是我自己做
的，你不嫌弃就戴着，这里天儿
太冷了。”李小鲁说：“当时我的
眼泪都有点不受控制了，特别
感动，就想着以后要多来看看，
多帮助这些老人。”

现在李小鲁还是经常去敬
老院，给他们买米买面买衣服，
为他们洗澡理发。沂水敬老院的
老人拉着她的手说：“我一辈子
也没穿过这么好的保暖衣啊，暖

和。”李小鲁还是感慨自己能力
太小，她想帮助更多的人。

建爱心家园
成了她的“野心”

为做好事，李小鲁已经包
了七年的水饺，胳膊和腰都累
伤了。如今的饺子店有很多加
盟，她办的书画院也有声有色，
还带着30多个残疾人做起了电
子微商，通过这些途径赚钱帮
助老人孩子们，她说：“我最初
想的就是只做好事，莫问前程，
小时候邻居大娘给我一个苹果
我也记得很清楚，都想着长大
了报答。”

前年到费县捐东西，李小
鲁身上只剩100块钱，要往回走
的时候发现有一个孤寡老人穿
的棉衣露着棉花。“我当时脱下
自己的羽绒服，把仅剩的100元
钱给了老人，大冷天穿着毛衣
往回走，路上碰到一个小姑娘
把我捎回了家。”李小鲁连说自
己运气好，正是因为人们互相
帮助，才能在冷风中感到温暖。

不忘初心助人的李小鲁如
今有了“野心”，“每次我看到敬
老院的老人，就想要是我的能
耐能大一点儿就好了，我就建
立一个爱心家园，把这些老人
还有孤儿都接到爱心家园。不
能保证让他们吃多好，穿多好，
但我一定让他们吃得饱，穿得
暖，这是我一生的梦想。”李小
鲁说，“我没有别的爱好，做好
事是我一生的享受。”

由共青团山东省委、山东
省青年志愿者协会、齐鲁晚报、
山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共同
发起的“优秀齐鲁志愿者”评选
活动，面向“齐鲁志愿者”群体，
评选优秀个人和优秀团队。活
动在“齐鲁志愿者”中引起广泛
反响，纷纷报名参评。今天就让
我们走近沂蒙“女雷锋”李小
鲁，她把水饺店开成了“爱心之
家”，每年春节，她的水饺店内
都会聚满了孤寡老人、残障人
士和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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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鲁（左二）去探望孤寡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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