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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瘫儿给妈妈送花篮
为在母亲节送上祝福，他用脚帮人代练游戏挣钱

┬记者 柳斌 报道

本报5月12日讯 她曾经在
厕所旁10多平方米的管理房里
孤身把脑瘫儿子拉扯了15年，她
每天都要一边打扫厕所一边照
顾儿子。在困难面前，她从来没
有流过泪，但是母亲节当她收到
儿子的祝福时，她的眼泪再也止
不住了。

她就是本报曾经报道过的
伟大母亲孔德娟。但记者这次见
到孔德娟却是在烟台山医院的
病房里。由于长期劳累，她在三
年前右腿半月板和韧带受伤，为
了照顾儿子和不耽误工作，她忍
受了三年。直到前几天，腿已经
疼得不能动了，她才在好心人和
各部门的帮助下住进了烟台山
医院并做了手术。

“今天一早儿子就给我发了
短信，祝福我母亲节快乐，中午
又给我送来了鲜花。”孔德娟说，
收到儿子的祝福，眼泪湿润了脸
庞，虽然身边还有伺候她的义
工，但是她已经控制不住自己的
情绪。

“今天的第一缕阳光洒满
幸福的每个角落，今天的第一
缕春风吹响欢乐的号角……今
天的第一声祝福送给亲爱的妈
妈：母亲节快乐！”这是孔德娟
的儿子牟村用脚给妈妈发的短
信。

之所以用脚发短信，是因为
牟村患有小脑脑瘫，他很难控制
自己的胳膊和手，生活中很多动

作都要用脚来完成。现在，牟村
已经能够熟练用脚上网、打字、
玩网络游戏、发短信，买鲜花的
钱就是他帮别人代练网络游戏
挣的。

孔德娟之所以因为儿子一
个小的祝福就感动哭了，是因为
她知道他们娘儿俩能走到今天
不容易。

孔德娟说，牟村出生后不久

就被诊断为小脑脑瘫，不少医生
已经断定他一生不能站立，但是
她没有放弃，她跑遍了省内外多
家医院。后来和丈夫离婚后，她
一个人带着孩子求医，为了照顾
脑瘫儿子，她放弃工作，当了一
名厕所清洁工。在10多平方米的
厕所管理房里，母子俩一住就是
15年。

为了让儿子接受教育，孔

德娟经常一边干活一边教儿子
识字。就这样30年过去了，在社
会和好心人的帮助下，3 0岁的
牟村腿脚虽然不像正常人那样
灵活，但也算是脑瘫患者中恢
复很好的。如今，牟村走路已经
没有大问题，他还能用手指夹
住叉子，把切好的水果放到嘴
里。不过，吃饭、穿衣还需要母
亲的帮助。

收到儿子牟村送来的鲜花，孔德娟的眼睛湿润了。 记者 柳斌 摄

本报曾在2012年12月10日对孔德
娟进行过报道，报道发出后，感动了
很多读者。

“为了母亲

做什么都值得”
为了给母亲送去节日的祝福，

12日，牟村来到了孔德娟的病床
前，还特意买了一花篮鲜花。

在去看望母亲的路上，记者注
意到，牟村走起路来还有些蹒跚，
每走一步都要踮一下，显得有些吃
力，在走路的过程中，胳膊和手都
在空中不停地晃动。

“胳膊和手一直不听使唤。”牟
村说，他很难控制自己的胳膊和手，
所以才会不停晃动。他的手拿不住
鲜花，所以只能让义工帮他拿着。

他说，母亲为他付出了太多，
为了母亲，做什么都值得。

“鲜花是我在网上订的，花了
100块钱。”牟村说，他现在可以用
脚上网，帮别人代练网络游戏，这
样可以挣些钱，买鲜花的钱就是他
自己挣的。

花100块钱买鲜花，孔德娟在
感动的同时也有些心疼。她说儿子
挣钱不容易，经常没白天没黑夜地
盯在电脑前，这样一个月只能挣几
百块钱。

每天都有义工

照顾娘儿俩生活
记者了解到，孔德娟住院期

间，一直有社会上的义工每天给她
送饭，照顾她的生活，儿子牟村的
生活也由专门的义工照顾。

“环卫处也专门安排了人，在
我住院期间帮我打扫厕所。”孔德
娟说，儿子和工作曾是她住院之前
比较顾虑的问题，现在都解决了。

12日下午，烟台大学的两位义
工和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的一位
义工一直在照顾着孔德娟。牟村也
坐在母亲旁边，和母亲有说有笑。

“你早上发的祝福短信真好。”
孔德娟夸赞儿子说。

“不是我写的，是我在网上抄
的。”牟村笑着说。

母亲一直摇着头，表示不相信。
虽然娘儿俩的生活面临着许

多困难，但是他们并没有怨天尤
人，他们表现出来的是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还有对好心人的感激。

孔德娟说，社会上的好心人帮
助了他们太多太多，她没有什么可
以回报的，只能通过本报对好心人
说声“谢谢”。

格特写

受批评后，他“自闭”4年
每天把自己锁在房间打游戏，单身妈妈渴望和儿子沟通

张女士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专门给儿子理发。 记者 刘杭慧 摄

┬本报记者 刘杭慧

在母亲节当天，很多妈妈都收到了孩子们“爱的
礼物”，而她却和往常一样，要呆在家里陪儿子。虽然
多数时候她面对的是儿子紧锁的房门，可她依然相信
儿子会慢慢好起来。在每天的生活中，这位单身妈妈
都渴望与孩子进行心灵的沟通。

受到批评后，要强的儿子“自闭”了

17年前，因为感情问题张女
士和先生离婚了，放弃了其他物
质财产的她，唯一坚持的选择只
有一个——— 儿子的抚养权。此后，
只有1岁多的乐乐(化名)便成了
张女士的全世界。为了让儿子能
像其他孩子一样拥有父母完整的
爱，张女士既是母亲，又扮演着父
亲的角色。

乐乐也没有辜负妈妈的希
望，从小虽然调皮，却很贴心。“小
时候他可喜欢到处跑、到处玩了，
抓都抓不住，可是学习却一直很
好，老师也很喜欢他。”说着，张女
士便翻出了乐乐小时候的照片，
边看边回忆。照片上的小男孩，眉
目清秀，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站在妈妈旁边的乐乐，俨然是一
个小男子汉。

据张女士介绍，这样的幸福
一直维持到乐乐上初三时。有天
中午放学后，乐乐因为和同学去
网吧玩，结果上课回去晚了，翻墙
头回学校时被监控拍下了。在被
老师当着全班同学严厉批评之
后，要强的乐乐便开始将自己封
闭起来，不上学，不出门，不和外
界联系，终日将自己关在房间里，
至今已经有4个年头了。有时候，
乐乐还会无缘无故地在房间里砸
门、摔东西，无论妈妈说什么他都
不听。甚至房间的窗帘一年四季
都是厚厚的两层，遮得严严实实，
密不透光。

为和儿子多交流她学会了理发

乐乐自我封闭后，连最基本的
吃饭都不再走出房门，但他每天都
会洗澡。可是，让儿子出门理发愁
坏了张女士。无论张女士怎么商
量，乐乐都不肯出门。“没办法，我
从网上买了一套理发工具，自己学

着给儿子理发。”现在，每过一两个
月她都会给儿子剪一次头发，对于
张女士而言，她不会放弃和儿子沟
通的每一次机会，给儿子理发的过
程，她也会顺便和儿子交流，整个
过程张女士也很享受。

换了三份工作，只为方便照顾孩子

在乐乐进入自我封闭的
时间里，张女士辗转换了三份
工作，只为能方便照顾儿子。

“刚开始时，我也不知道怎么
办，每天都会哭，总想把他拉
出来。”说着，张女士又陷入了
回忆。在一旁的姥姥接过话茬
颇为感慨地说，“那段时间，她
也不知道怎么办，只能给我们
打电话，一个女人带着孩子太
苦了，我和老伴就搬到离她近
的地方帮忙照顾。”

“刚开始时，我敲门他也
不搭理。吃饭时，就把饭端给
他。”张女士说，自从走进自
己 的 世 界 后 ，乐 乐 每 天 就 把

自己关在房间里打游戏。
采 访 过 程 中 ，乐 乐 房 间

的门始终紧闭着。姥姥说，乐
乐 每 天 都 是 下 午 2 点 左 右 起
床，起来也只是呆在房间里。
但 是 对 于 乐 乐 的 将 来 ，张 女
士却无比坚信，“乐乐今年 1 8

岁 了 ，自 闭 情 况 现 在 越 来 越
好 了 ，晚 上 偶 尔 还 能 出 门 和
我 一 起 吃 饭 ，还 会 商 量 着 要
一 起 去 超 市 ，虽 然 多 数 时 候
他 还 是 把 自 己 关 在 房 间 里 ，
但 我 相 信 他 一 定 会 好 起 来
的，我一直相信。”说到最后，
这位温柔妈妈的声音变得铿
锵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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