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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报嫂5天4次遭抢
一伙“墨镜男”所为，靠卖报谋生还抚养了两个弃婴的报嫂无奈报警

这个妈妈真不容易啊
曾靠捡垃圾抚养两个弃婴，刚有收入她就捐助白血病儿童

48岁的王桂梅身材矮
小、很瘦，脸被晒得黑黑
的，虽然命运多舛，但她
还是很爱笑。19年前，儿子
刚刚满月就传来了丈夫
去世的噩耗。她带着孩子
来到烟台，每天靠捡破烂
为生，因为没钱，只能在
地下通道过夜。没有热水
喝，她就去厕所边的水龙
头上接自来水，这样的苦
日子一过就是好几年。

2000年3月的一天，王
桂梅在翻垃圾时，捡到一
个襁褓中的婴儿。“你的
妈妈不要你，就当我的女

儿吧。”完全不顾自己生
活的困顿，王桂梅把婴儿
抱回了家。2003年冬天，她
捡垃圾时又捡回一个已
经快冻僵的孩子。

没钱买奶粉时，都是姐
夫徐元庆就和同乡卖血换
钱。

2009年，王桂梅一家
遇上了“贵人”，一家公司
老板帮他们找到临时住
所；随后当地媒体报道了
她捡垃圾抚养2名弃婴的
事迹，不少市民纷纷捐
钱。

今年年初，王桂梅成

了一名流动售报员。她每
天卖报十四五个小时，经
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她
说，攒钱是为了供两个女
儿上学，还要帮双眼快失
明的姐夫治病。

刚刚过上“好日子”的
王桂梅，还用卖报的钱帮
助了几名白血病儿童。“5

日刚从报社领了工资，就
给了那个白血病男孩50块
钱。”王桂梅说，“我收入不
高，但我曾得到很多人的
帮助，现在手头有钱了，应
该把钱给更需要的人。”

本报记者 侯艳艳

本报8月8日讯 (记者 侯艳
艳 ) 8日，幸福德利环保公交站
点，一伙不明身份戴着墨镜的男
子围住王桂梅的报摊，一番恐吓
之后，他们丢下一把零钱，将报摊
上的130份报纸抢走。这是王桂梅5

天来第4次遇到“抢买”，之前的几
次，这伙人一分钱也没扔下。尽管
害怕这伙人报复，但一想到今后
的日子，王桂梅还是在下午报了
警。

8日上午7点50分，三名戴墨镜
的男子走到王桂梅位于幸福德利环
保公交站点的报摊前，开始对王桂

梅和她的姐夫徐元庆指手画脚、大
声呵斥。

两分钟后，又有三四名中年男
子走到报摊前，把报摊团团围住。此
时，一名黑衣男子将印有齐鲁晚报
标志的太阳伞拔了下来。“只要你还
卖齐鲁晚报，我们天天来！”两名青
年一边恐吓，一边让王桂梅把摊上
的齐鲁晚报都给他们。

“我不给！”王桂梅紧紧抱着
报纸。

僵持了20多分钟后，在几名男
子轮番劝吓下，王桂梅无奈地把报
纸放在报摊上。这时，一名男子简单

清点了一下，扔给王桂梅一把零钱，
又大声呵斥了几句。

8点30分，几名男子带着报纸钻
进一辆面包车离开。

报纸没了，看着空荡荡的报摊，
王桂梅哭了，姐夫徐元庆也满面愁容
地蹲在一边。“抢走了100份齐鲁晚
报，还有30份其他报纸，这些人强行
给我的报款只有32元。”王桂梅说。

这已经不是王桂梅第一次被
抢报纸了。

4日上午10点多，4名男子分文
未付将她报摊上的150份齐鲁晚
报抢走。

6日上午8点40分，两名男子趁
王桂梅没注意，将报摊上的140份齐
鲁晚报偷走。

6日上午10点40分，5名男子走
到报摊前，对王桂梅的姐夫徐元
庆破口大骂，随后抢走报摊上卖
剩的六七份齐鲁晚报。

王桂梅说，这几次来抢报纸
的都是一伙人。第一次来的时候，
他们自称是当地某报的发行员，
不让她卖其他的报纸。“家里条件
太差，我多卖几份报纸，是想给姐
夫治眼病，让两个捡来的孩子能
有钱上学……”说着说着，王桂梅

的眼圈又红了。
由于多次受到恐吓威胁，王

桂梅现在的精神状态极差。她说，
这两天，晚上她只能睡一两个小
时，还经常被噩梦打断。

“那些人威胁我，再卖齐鲁晚报
就让我站不起来。每天晚上，我都梦
到恶人来我家，我这几天都睡在家
门口。”王桂梅紧张地说。

由于害怕遭到这伙人报复，
王桂梅犹豫了很久很久，直到下
午5点，她才战战兢兢地来到幸福
派出所报警。警方答复说，他们第
二天将派警员调查此事。

29岁，她的丈夫去
世，她靠捡破烂养活
着刚满月的儿子，睡
在地下通道；之后她
陆续捡回两名弃婴，
没钱给孩子买奶粉，
她的姐夫徐元庆就和
同乡去卖血。后来，她
和 姐 夫 开 始 卖 报 养
家……

格相关链接

当地媒体曾称她为“爱心母亲”

今年5月22日，当地媒
体曾对王桂梅进行了采
访，称她身患疾病靠卖报
收养两名弃婴，赞美她为

“爱心妈妈”。

随后，烟台当地的鸿
瑞集团资助了王桂梅1万
元公益金，好心市民还为
王桂梅做了卖报用的小推
车。受到众人关爱的王桂

梅说，有了捐助她有钱治
病了，希望大家不用再操
心她，她能通过工作养活
自己和女儿，让好心人去
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几名男子将报纸强行
“买”走放到车上。

几名不明身份的男子
将王桂梅团团围住，其中一
名男子开始收起他们卖报的
遮阳伞。 本报记者 郭建
政 李泊静 摄

8日清晨，这个来自四个地方的特殊家庭开始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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