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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十多年，这些孩子头回进饭店
“山东哥哥”贵州再访贫困生，特困儿出门也找不出件像样的衣服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发自贵州台江

从一个隋刚到

数千“山东哥哥”

2010年5月，本报收到贵
州山村一苗族女孩的来信，寻
找多年资助她上学的“山东哥
哥”隋刚，想见他一面。

本报将女孩来信的消息
进行刊登，一篇名为《隋刚哥
哥，您在哪里》的报道引发了
广泛关注。

根据小女孩提供的信息，
记者联系上这位“山东哥哥”
隋刚。自2003年开始，他不间
断地资助着贵州数名贫困的
苗族孩子。

隋刚的事迹经本报报道
后，许多社会爱心人士都加入
资助贫困生的行列。

截至2010年5月25日，报名
结对资助贫困生的人有2000

多，为满足他们的愿望，本报又
在山东、贵州、北川、玉树四地
启动了“山东哥哥”助学大行
动，报名者踊跃。 (本报记者)

六一节，四岁男童遭母亲遗弃
背上留一字条，将被送到福利院

本报济南6月1日讯(记者 尉
伟) 6月1日，正当众多小朋友幸
福地依偎在父母怀里欢享六一时，
独坐在省城经五纬六附近一公交
车站牌旁的四岁的虎虎(化名)却
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被狠心的
母亲抛弃。五里沟派出所民警在他
身后发现一张字条，“这是个智障
孩子，无法生活”。

6月1日上午，五里沟派出
所，玩累了的虎虎正躺在值班室
的沙发上休息，一旁的窗台上摆
着民警们给他买来的牛奶、饼

干。而每每看到有人上前，虎头
虎脑的虎虎总会笑嘻嘻地摆摆
手、打招呼。

“他是我们从花坛里领回来
的。”五里沟派出所民警郭鹏飞
告诉记者，早上7点半，他们接到
群众报警，经五纬六附近一处公
交站牌旁，一名小男孩独坐花坛
中，一言不发，也没有家长的陪
护，疑被遗弃。

在虎虎身旁，民警发现了一
包孩子的常用衣服，还有一盒牛
奶以及一袋爆米花，背后贴着一

张白纸条，“用透明胶带贴上去
的，写着‘这是个智障孩子，无法
生活’”。

“他说不出家人的名字以及
住址。”民警只能从虎虎的只言
片语中，得知他是5月31日跟妈
妈一起来济南的，“由于孩子被
弃点离省立医院很近，我们推测
母亲可能带孩子来看病的”。

虎虎将被送到济南市儿童
福利院。在民警送他去体检的路
上，虎虎很兴奋，他不知道，以后
将不会再有父母相陪了。

>> 除国家赠送的电视，再没像样的家电
“孩子们生活很苦，平时吃饭

就是大米饭，菜只有辣椒和蕨菜，
一个月能吃上一两顿肉就不错
了。”隋刚说，他资助的四个孩子
家庭很困难。

15岁的田龙和妈妈相依为
命，妈妈在工地上搬砖、拧钢筋，
一天能挣80元钱，但一个月能有

15天找到活就算是走运了。
记者在台江县一个废弃茶厂

厂房里找到他家时看到，屋里除
了一个电饭煲和国家赠送的电视
外，再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家电。

母子俩在这间简陋屋子里
已经住了六七年。田龙印象里，
他家几乎没有过“好日子”。父

亲今年清明节去世时除了7000
多元外债，什么也没给母子俩
留下。

田龙的卧室墙上，一只破旧
的拐杖孤零零挂在那里。提到它，
内向的田龙话更少了。隋刚悄悄
告诉记者，这是田父生前用过的。

不懂汉语，田妈妈把米酒一

碗碗递上来，用苗家特有的方式
表达谢意。

为了参加午宴，田妈妈在卧
室里翻了半天，想为儿子找出一
件像样的衣服，却没有。最后田龙
还是穿着原来的衣服出了门，出
门前，妈妈把儿子的衣领整了又
整，理了又理。

>> 不要90元补助，也要走读给父母做饭
跟田龙同住在废弃茶厂的还

有他14岁的小伙伴田平。4楼楼顶
一间不足10平米的小屋就是他家，
小屋外面堆满了废旧木材。

一张不到一米宽的床，为防
漏雨，床上还撑着一块塑料布。3

年来，田平和姐姐租住在这里，挤
在这张小床上。屋子角落里堆放着
书籍和一个电饭煲，这儿是他们的
卧室，也是他们的厨房、书房。

在台江县城，有很多田平、田
龙这样的山里学生租房走读。根

据当地政策，住读生每天可以得
到3元钱的午餐补助。选择走读就
意味着放弃了午餐补助，但这些
孩子都“不愿意住校”。

原来，他们放学之后，还要回
家给爸妈做饭。隋刚解释说：“只

有住校才能拿到90元的补助，但
住了校就不能给爸妈做饭，这势
必影响到爸妈打工挣钱，这对本
来就贫困的家庭的影响可想而
知，而孩子们面临的就是这样一
个选择。”

张贵洋的家在台江县城西面
的猫猫坪。“猫猫”在当地的意思
是老虎，隋刚告诉记者，那里以前
很荒凉，解放之初还有过虎伤人。

经过半小时汽车和1个多小
时步行，记者跟随隋刚来到张贵
洋家。一座全木结构的二层小楼，

看上去建成至少50年了，屋瓦上
长了厚厚的苔藓。

除了国家赠送的电视机，他
家再没有第二件家电，仅一张海
绵脱落的沙发椅稍有现代感。

13岁的张贵洋和妈妈、爷爷、
姐姐、哥哥等十多口人挤在这栋

楼里。父亲3年前因肝癌去世，家
里靠务农的母亲苦苦支撑，农闲
时母亲上山砍柴卖钱。“种地只能
有饭吃，没经济来源。”张贵洋的
母亲用生硬的汉语说。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13岁的
张贵洋精通了田里所有农活，拔

秧苗、插秧、割稻子样样不落。见
到隋刚，他兴奋地拉着他看自己
在山壁上挖的储物洞，带着他喂
牛，给他打树上的果子吃。

临走时，他悄悄趴到记者耳边
说，“清水江深比不上山东哥哥的恩
情深。”说完，害羞地低头跑开了。

>> 插秧割稻喂牛，13岁孩子精通所有农活

为捐助孩子

隋刚要卖火炬

从2008年至今，隋刚坚持
每年到贵州一次，探访需要帮
助的贫困儿童，他的脚步遍及
黔东南十几个县。

他的善行感染了周围的
人，目前有近3000人加入山东
哥哥助学行列，默默为从来没
有见面的孩子提供力所能及
的帮助。

“最让我感动的是滨州
一个女孩柴婧婧，从小耳朵
失 聪 ，凭 着 自 己 的 顽 强 努
力，找到了一份收入微薄的
工作，挣钱不多依然坚持每
月从工资里拿出钱来资助
贫困孩子，到现在已经坚持
了三年。”隋刚说。

这次一同来贵州的高文是
在报纸上看到山东哥哥的事迹
后主动联系的隋刚。出发前听
说有个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有
双旱冰鞋，他就买了一双。见到
张贵洋后，他捐出1000元钱，把
他当成长期资助对象。

隋刚说，回去后，他打算
组织个义卖，把自己的全运会
火炬和一些收藏册卖掉。“义
卖得的钱，我一分不要，全部
分给这十来个家庭贫困的学
生。” 本报记者 张泰来

6月1日，隋刚设宴招待四位特困儿童，作为六一节礼物，而孩子们还从未进过饭店吃饭。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6月1日上午，民警将被遗弃的四岁男孩接到所里。 本报记者 尉伟 摄

格头条链接

中国梦·我的梦

继续征文征线索

宏大的中国梦，最终要由
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个体梦汇
聚而成。如果您是在城里打拼
的农民工，城市梦怎样实现？
如果您是在教室里奋笔疾书
的学生，大学梦怎样构筑？如
果您是在职场上拼搏的蓝领、
白领，创业梦、住房梦您进行
到了哪一步……本报今起面
向公众，征集与梦想有关的稿
件及线索。

线索及稿件要求：投稿者
须写明自己的梦想，与梦想有
关的故事等，要求人物具体、事
件真实、时间清晰。提供线索者
须写明或说明人物、梦想或梦
想实现的进度等。稿件配有与
主题有关的图片者优先发表。

征集方式：电话：96706；
邮箱：wox i nw en@12 6 . c om

(本报记者)

饭菜上来了，孩子们低头扒拉着碗里的米饭，用眼睛的余光看着桌上的肉菜，咽喉上下动着，却迟迟没有伸出手
里的筷子。“多吃点肉，别光吃饭！”看出孩子们眼神中的盼望和羞涩，隋刚端起桌上的菜就往他们碗里夹。

以资助贵州贫困山区孩子上学著名的“山东哥哥”隋刚，在6月1日这天赶到贵州省台江县，给4名贫困孩子
送上一顿“儿童节大餐”，而这竟然是孩子们第一次进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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