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替你看看爹和娘”是中国雅虎与中华社会救助
基金会共同发起2012大型公益活动，通过在雅虎网，
给大众搭建一个普通大众表达关爱父母的愿望、组织
专业志愿团队实现愿望的平台。《齐鲁晚报》作为特别
合作媒体参与了志愿者们在山东的探望活动。

如果您有关心父母的任何心愿，可以登录雅虎网
站“替你看看爹和娘”页面或拨打本报967066热线，讲
述您的愿望。本报将和雅虎网站一起在当地招募志愿
者，替您去完成心愿。

┬本报记者 孔雨童

莱州27岁女孩葛娟娟
平静的生活在10个多月前
的一天下午戛然而止。母
亲吕丰莲在家门口突发脑
溢血，在医院经历15次病
危后被劝出院“准备后
事”。可葛娟娟和爸爸葛松
波并不放弃，他们把吕丰
莲接回家，靠着“鼻饲”和

“插管呼吸”维持着她的生
命。

葛娟娟的姥爷今年80
多岁了，半身不遂，葛娟娟
一直惦记着姥爷。天冷了，
葛娟娟在中国雅虎公益

“替你看看爹和娘”活动上
许了个愿，希望有义工能
替她去看看姥爷，给老人
家送去一床暖被。

“那天，外面
刮 着 很 大 的
风……”

那是2012年2

月11日，葛娟娟的
母亲买菜回来爬楼梯走到家门口，忽
然摔倒在地上。独自在家的妹妹给葛
娟娟打电话，她疯了一样跑回家。

急救医生跟她说：“是脑出血，赶
快叫你爸，快不行了。”到了医院，做
完CT，医生拒绝手术，因为“已经没
有生命体征”了。

“要做！”娟娟坚持着，父亲葛松
波正在外地出差。在电话里他冲医生
吼道：“你不给我老婆做手术，我回去
跟你拼命！”

手术进行到凌晨。第六天晚
上，母亲已经肝衰竭，胃出血流了
半痰盂，被从重症监护室推了出
来 ，医 生 问“ 回 老 家 还 是 送 太 平
间？”葛松波不信，又让推了回去

电击，抢救。在医院，母亲一共被
下了15次病危通知。

住在重症监护室里，一天的花销
近1万元，娟娟打算把攒的2万块钱拿
出来，但父亲不让她动。娟娟还是偷
偷把钱交上了。

再后来，父亲找出了房产证。
有亲戚开始劝他们了。“你都知

道往里扔钱了，还扔？”
“她是我媳妇，我把房子卖了，我

也得救她。”葛松波说。
“你孩子怎么办？”
“我养着我妹妹。”娟娟冲出一

句。
“你傻啊，你爸以后怎么办？”
“我养！”
“你妹妹呢？”
“我也养。还有我姥爷，我都能养

着他们！”
葛松波带着妻子的片子走遍了

省内的所有大医院。在烟台，一位著

名医生看了片子第一句话是“去世多
久了”？看了术后的片子，第二句是

“手术很成功”，最后却告诉他“你老
婆永远醒不过来了”。

在没有自主呼吸，切开气管插管
的情况下，一般病人会很快感染。但
是回家后半年多的时间里，母亲一次
也没有感染过。

“俺妈是个孤儿，从小被领养
的。俺爸和俺姥爷家是亲戚，他十
几岁见到俺妈时，就有种很想照
顾她的感觉。父亲一直说，他要一
个人养着这一家‘三个孩子’。”临
出事前，因为妈妈不会拼音发短
信，父亲给她买了部手机。有一次
母亲来找娟娟，问她“好”字怎么
写。

“俺妈小学文化。”娟娟说，她
过去一看，原来是爸爸给妈妈发
了一条短信：“丰莲，我想你了，你
想我了不？”

2012年8月，
在日复一日照顾
母亲的过程里，葛
娟娟加入了莱州
义工群。跟父亲交

班后休息的那几个小时，她也会跟大
家一起去做些公益活动。有时候去拾
捡垃圾，有时是去孤儿院看望孩子，
这样的时间并不多，但每一次葛娟娟
都很珍惜。

“可能家里越是这样，越是更能
明白那些跟我一样的人。”葛娟娟说，
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定要
去做公益，从某种方面来说，做些公
益好像能支撑她，给她一些快乐和安
慰。

那次深夜因为热水袋求助之前，

没有人看出来娟娟家里发生了这样
大的事情。尽管家里欠着几十万元的
外债，尽管现在母亲一天的花销就要
过百元、家里还有上学的妹妹，葛娟
娟从来都是安安静静做公益，没有向
谁倾诉过。

“跟别人说了，只能是多一个人
为你难受，我想靠自己。”在这一点
上，娟娟有着特别的执拗。母亲出事
这些天，她都是一个人跑到小区的树
丛里偷偷哭，哭完了笑着回家。当有
人提出为她向社会寻求捐助时，她也
拒绝了。27岁了，我们问她是否想找
一个人帮她分担，这个漂亮的女孩子
还是倔强地摇摇头。

“我们家的情况太特殊了，我只
想一个人努力，让家人都能活下去。”

义工“选择”和“老鱼”给她找了
一份工作，在汽车4S店里做汽车用品
的销售。葛娟娟休息的时间更少了，
白天上班，下班之后还要帮一帮白天
没有休息的父亲照顾母亲，睡不了几
个小时又要去上班。

这天，忙了一上午的她因为我们
需要拍照不得不请假回家。莱州下雨
了，雨雾中，买了一袋子馒头的她，一
手打着雨伞，一手扶着车把，骑车回
家去。透过模糊的车窗，这个红衣女
孩的背影在雨中格外鲜艳……

“我感觉我妈现在这样，我有点
知足，比医生说活不了多少时间好多
了。”葛娟娟说，她曾经有过叛逆的时
期，但是现在她知道了，亲人，一辈子
只有一次。

葛
娟娟还
有一个
牵 挂 ，

那就是她的姥爷。
“我上幼儿园，姥姥就

搬个小板凳在外面守着。
他们是我最亲的人。”

母亲出事前，已经患
脑血栓行动不便的姥爷跟
着他们一家住。出事以后，
姥爷不得不搬到舅舅家。

10月，葛娟娟在雅虎
公益频道“替你看看爹和
娘”栏目中许愿，希望能有
人代她去看看姥爷，给他
送一床暖和点的被子。这
个愿望被同是莱州义工的
人领取了。

我们带着娟娟来到舅
舅家，但是在车上她始终
没敢下车，只是望着姥爷
住的小屋默默红了眼睛。

葛娟娟的母亲出事以
后，已经几乎无法行走的
姥爷拄着拐杖踉踉跄跄地
挪到他们家，知道了事情
的原委。从那以后，老人的
精神就垮了一半。

推开这个院子南边的
一间小屋，我们看到了葛

娟娟的姥爷。一进屋，就能
闻到一股浓重的异味。这
间屋除了一张床，一张桌
子、一个放衣服的纸箱，没
有其他的陈设。老人穿着
几层衣服坐在床上，盖着
的那床被子显得很单薄，
在这个有些阴冷没有任何
取暖设备的小屋里，也许
是因为脑血栓后遗症，也
许是因为真的觉得冷，老
人一直在抖着。

“冷不冷？”我们问他。
“白天不冷，晚上冷。”老人
的眼睛仿佛干涸了一般，
笼着一层迷茫的神色。我
们说明了来意，他迟疑的
目光慢慢转向我们，像是
抱着很大的希望问：“我闺
女怎样了？”

“还在家，一直没醒。”
老人仿佛憋了很久的

委屈，眼泪涌了出来，一粒
粒滚落在那张布满皱纹的
脸上。“我闺女是个好孩子
啊，我这个人命不好。”

几天以后，莱州义工
们将羽绒服和棉被送到了
老人的小屋。

他还在等着，等他的
女儿醒来。

“替你看看爹和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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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娟娟在为母亲鼻饲。 本版照片由雅虎公益提供

“妈妈，我不会放开你的手”
母亲被下15次病危通知，女儿不离不弃悉心照顾

葛娟娟无时
无刻不在盼着母
亲早点醒来。最
初，莱州的义工群
里，谁都不知道这

个漂亮女孩家里出了这样的事。
“那天晚上，她突然在群里求

助。”义工“选择”说，葛娟娟的母亲体
温骤降到34度多，守在医院的父亲让
她去买个暖水袋，可是天已经很晚
了，女孩有些“走投无路”，才在群里
发出呼救。

去到葛娟娟家里之后，才能真切
地感到这一家人的困境。

记者进门之前，葛娟娟特意又在

屋里拖了一遍地。这是一个灯光有些
昏暗、到处堆放着药、米粉、被褥的空
间。客厅里，葛娟娟的母亲躺在床上，
浑身苍白，身下是防褥疮的气垫。她
双眼紧闭，喉咙间插着一根塑料管
子，呼吸的时候能听见“呼噜呼噜”的
声音。

父亲葛松波坐在一旁的沙发
上，一直睁大着眼睛盯着妻子。每
隔两个小时，定好的闹钟就会响
起——— 提醒父女该喂水喂饭了。这
时，娟娟会用一个针管，一管一管
地把米粉糊或水打进母亲的鼻腔
里。经常地，一管米糊下去，昏迷的
母亲会一激灵。

2小时喂一次饭水，3小时吸一
次氧，随时测量体温、吸痰，只要觉
得 屋 里 干 燥 或 有 灰 尘 就 立 马 拖
地……这样的日子，葛娟娟和父亲
一起坚持了1 0个多月。白天，父亲
就坐在客厅看着母亲，到晚上换成
葛娟娟。有时父亲让娟娟去睡一
会，她就保持房门开着，屋外一点
动静她就爬起来。

这天傍晚，我们再来的时候，葛
娟娟正在用温水给母亲擦拭按摩身
体。一点一点，一双修长的手搓捏着
母亲苍白浮肿的脸、僵硬的手、时常
冰凉的腿……边搓她边跟母亲说话，
有时会微微笑着。

坚持

说起母亲的遭遇，葛娟娟眼圈泛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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