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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
今日菏泽

成武三胞胎恢复了健康，爸爸经常抱着他们对着捐助人名字说谢谢

爱心接力，让“微”“笑”永“恒”
本报记者 梁斌

2011年10月初，菏泽论坛里一
则消息牵动本报编辑、记者心：成武
县苟村镇康董庄村小名叫微微、笑
笑和恒恒的三胞胎7个月就出生，患
上了脑缺氧，生命岌岌可危。宝宝们
命运如何，实际上也是对社会的一
次考验。本报记者和当地志愿者一
起赶到三胞胎家了解情况，经过本

报报道及志愿者的爱心接力，不到
一周时间，就凑齐了三胞胎急缺的
12000多元救命钱。

“多亏了大伙，孩子们都健康
了，能呀呀叫爸妈呢！”4月25日中
午，望着熟睡的三胞胎姐弟，孩子的
爸爸黄开通高兴地忍不住拨弄孩子
的脚丫。黄开通说，报道那会，孩子

们才三五斤重，现在，都达到十七八
斤重了，脑缺氧也治好了，孩子们能
和其他孩子一样吃“饭”了。说起奶
粉，黄开通说，一家爱心企业捐助了
一万多块钱奶粉，不足部分，他们才
舍得拿出爱心人士的捐款给孩子买
些奶粉。

“钱是大伙捐的，咱得给大家一

个交代。”黄开通表情凝重地说道，
孩子们亟需救助的消息报道后，爱
心人士的10块、20块、100块、500
块……纷至沓来，有生活拮据的菜
贩子，有外出务工的老乡，还有素不
相识的外地人。“你们都是仨娃的亲
人！”黄开通说，他经常抱着孩子，对
着捐助名单上的好心人说“谢谢”。

郓城苦命龙凤胎生活已无忧

爱心村庄被命名“雷锋村”
本报记者 崔如坤

◆报道回放：
今年2月份，郓城县双桥乡前黄岗

村一对龙凤胎刚出生两周，妈妈猝然
离世，父亲神志不清，奶奶患有间歇性
精神病，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面临无
人照顾的境地。

看到这种情况，无需召唤，村民有
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纷纷加入到照
顾龙凤胎家庭的队伍中来。刚添宝宝
的小媳妇每天跑好几趟给孩子喂奶，
村里七旬孤老汉撕开棉袄捐出存了多
年的100元钱…

3月，全国学雷锋月。有人说，雷锋的
时代距我们远了。但我们从前黄岗村村
民义举，看到了雷锋精神的传承，他们不
正是一个个活生生的雷锋吗？ 这是一
个雷锋群体，现实中的，身边的雷锋。

3月6日，本报以《没娘龙凤胎，“爹
妈”遍全村》为题报道了这一感人事
迹。本报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
响。由村民的爱心引发了全社会的爱
心大爆发。在本报记者及系列报道推
动下，当地政府第一时间为这个家庭
办低保，为龙凤胎办医保；爱心医院免
费救治龙凤胎父亲；全国各地的爱心
人士、爱心企业纷纷捐款捐物；爱心汇
聚让龙凤胎一家渡过了难关。

龙凤胎家渡过难关的同时，生活
着仁义村民的前黄岗村也被当地政府
命名为县级雷锋村，当地政府还正为
前黄岗村申请市级雷锋村。
◆记者回访：

龙凤胎一家咋样了，雷锋村有啥
变化？一直是人们关心的。

4月20日，记者再次来到雷锋村。得

知，龙凤胎姐弟俩都很健康，仍分别由龙
凤胎父亲黄现福仁兄弟葛文聚及好邻居
黄秋华扶养。可喜的是，黄现福已基本恢
复健康。当日，黄现福给记者打来电话
称，他现在在河北保定打工，待彻底康复
后便回去照顾孩子和家庭。

再访雷锋村，记者明显感觉到村子
变得比以前整洁了，上了岁数的村民聚
在一块聊天，间或传来爽朗的笑声。“都
是雷锋村了，不能脏兮兮的。”村民殷桂
荣说，村民自从得知成了雷锋村村民，个
个高兴地把门前打扫的干干净净。

“自从俺村被命名为雷锋村，发生
不少变化。”村支书刘玉槐跟记者说，
村里的街道变得干净了，爱心企业家
还给村里送来3个书橱和5000多册书，

“俺想着尽快建起个农家书屋。”刘玉
槐说，村容村貌要搞好，村民的精神面
貌要更好，“书屋还没建成，养殖、种植
技术书籍就借出去不少啦。”

成了雷锋村对村民的影响是内在
的，遇到契机就会外化为行动。前不
久，村民刘晨亮在路上看到一个老人
在路边“捣鼓”电动三轮车，上前询问
得知，原来是链子掉了并缠在了一块。

“大爷，我帮你修吧！”说罢，刘晨亮就
帮老人修了起来，由于没有维修工具，
他又跑到临近村里借来扳子等工具，
一修就是俩小时。

末了，老人问他是哪个村的，他
道，是前黄岗村的。“哎呀！知道，知道，
雷锋村啊！您村都是好人啊！”老人连
声说道。这下可把刘晨亮高兴坏了。回
到村里逢人便说，“人家都知道咱村是
雷锋村啦！做好事的感觉就是好！”

定陶留守儿童：

马上就可以在新楼房上课了
本报记者 梁斌

2011年5月31日，本报以
《给留守儿童的未来一个交代》
为题，报道了定陶县留守儿童
学校师生的教育、生活状态，提
出了一个命题：在民工大潮的
背后，我们该把一批什么样的
孩子留给社会，交给未来？如
今，留守儿童学校的创始人们
在试图做出一种负责任的回
答。

25日，留守儿童学校的校
长刘传玺告诉记者，“可容纳
300多人的两层新教学楼7月就
能用啦”，到时，全部学生转移
到新教学楼上课，旧教学楼改
造为活动场所。过去，孩子们大
多活动只能在室外开展：在由
白杨、石桌、石凳组成的“休息
室”里，他们或下象棋，或读课
外书，一遇到下雨就不得不打
住；不久的将来，他们的乒乓
球、象棋、武术等十大兴趣小组

就可以转战到室内，不用再看
天气的脸色了。

有了新的学习场所，有了
足够的活动地盘，留守儿童学
校还在为筹建餐厅紧张忙碌
着。刘传玺指着学校食堂前的
一片空地说，这里即将建立宽
敞的餐厅，目前已进入招标建
设阶段，孩子们以后再也不用
挤在屋檐下避雨吃饭了。

“不少爱心企业也在积极
改善孩子们的学习生活条件。”
刘传玺介绍，定陶县委书记在
京开会期间不忘为学校牵针引
线，联系爱心企业，两家企业20
万元的善款很快就会到位。在
此之前的去年6月，另一家爱心
企业捐出电脑等办公设备，帮
助老师熟悉现代化教学。“有大
家的爱在，留守儿童的未来不
再是梦。”刘传玺感慨道。

▲“谢谢张刚大篷车为我们送来了文具！”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大大家家好好，，俺俺们们三三胞胞胎胎长长大大啦啦，，欢欢迎迎大大家家来来家家做做客客！！”” 本本报报通通讯讯员员 王王泽泽斌斌 摄摄

报道回访

共同
感恩

我们报道过，

其实都在牵挂着，

得知他们很幸福、

很平安，在宽慰之

余，我们要和他们

一起，对帮助他们

的人说声谢谢。新

闻有力量，但力量

来自那些有爱的

人，是他们让新闻

有价值，让弱者坚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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