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2 抢眼 2015年9月19日 星期六 编辑：武俊 组版：刘燕 今 日 济 南>>>>

不仅热心帮助学生，在教学
上，刘战军也严格要求自己。
2007年10月，他在一次教工活动
中受伤，膝盖韧带断裂，右腿打
上了石膏。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
一个月，免得落下毛病。

当时刘战军刚接过一个新
班不久，作为班主任管理和授课
任务很重。刘站军躺在病床上，
可急坏了学生和家长。班级管理
和教学怎么办，学校会不会找临
时代课老师，会不会影响学生学
习，一系列问题在家长中议论开

来。
没想到，仅休养了两个星期，

放心不下学生的刘战军，借了双
拐，就回到了课堂上。他单手扶拐，
靠一只腿支撑，在黑板上费力地写
下板书。当时家住五楼，上楼下楼
都成为难事。如今，到了寒冬，刘战
军常感到腿疼。但他认为，为了学
生，一切都很值得。

他热心公益，不仅积极捐助
灾区，还和妻子一起在济南市红
十字会登记了遗体和角膜捐献，
自愿死后把遗体和角膜无偿地

捐献给医学事业。
2012年，刘战军的妻子考上

了山大的医学博士，与教授的交
流中发现，学校实验室特别缺用
于解剖的实验样本，而捐献眼角
膜的就更少了，于是便产生了捐
献的想法。

济南市红十字会的工作人
员看到刘战军和妻子来捐献，笑
着说：“你们俩一个老师，一个医
生，很有说服力啊，能影响更多
的人。”如今，刘战军每天都随身
携带着遗体(角膜)捐献联络卡。

细细心心教教师师长长期期匿匿名名捐捐助助学学生生
受伤后坚持拄拐上课，还捐献遗体角膜

39岁的济南中学历史老师刘战军为照顾困难学生情
绪，便匿名长期资助他们。如今，这一举动带动了更多人加
入到匿名捐助的队伍中来。他时刻心系学生，受伤后坚持
拄拐上课；他热心公益，与妻子一同准备捐献遗体、角膜。

文/片 本报记者 范佳

2000年，刘战军大学毕业，
成为济南中学的一名高中历史
老师。2004年，当班主任后，他发
现有些学生家庭困难，便决心帮
助他们，不时捐钱捐物。

济南中学2007级有一名家
庭困难的体育生，刘战军从2007
年一直资助其2010年高中毕业，
顺利考入北京农业大学。

“2008年地震，很多家庭因
此破碎，很多孩子失去了亲人的
关爱。这给我很大的震动。让我

更想去关心身边的孩子。”刘战
军说。然而，他又遇到了新的难
题。

2012年分班后，刘战军班上
有位新来的体育生叫王亚坤。

“王亚坤的父母离异了，父亲很
少管他，家里全靠打零工的母亲
维持生计，经济特别困难。”刘战
军回忆道。

王亚坤敏感而自尊，不愿意
接受政府和学校的任何救助。刘
战军找到王亚坤，告诉他一位不

肯透露姓名的爱心人士愿意资
助他，不仅帮他交了学费，还每
月资助他100元生活费。

王亚坤读高三那年，眼看着
就要高考了，却在达标训练时腿
部拉伤，失去了考取大学的机
会。那时，王亚坤十分绝望，是刘
战军鼓励他：“人有很多条路可
以走，要振作起来。”后来，王亚
坤顺利参军入伍，由于人品好，
体格棒，在部队得到了很好的发
展。

如今这分爱逐渐蔓延开来，
更多的人加入了刘战军的匿名
爱心人士的行列中。刘战军随
身携带着一张济南中学 2 0 1 3
级爱心助学活动表。“从今年6
月份以来，资助学校的困难学
生已经从我一个人的力量，扩
大到了更多人的力量。”刘战军
说。

这份活动表上显示：“资助

对象以家庭困难却难以享受国
家或学校资助，或者虽受资助却
依然困难的学生为主。同时要求
学生品行端正，遵规守纪，有良
好的学习态度。资助时间不少于
一学期。”

通过各班班主任在班里征
集，确定了需要资助的学生名
单，并为他们分配好了一对一资
助人。这些匿名的爱心人士中有

刘战军本人，也有刘战军的高中
同学，还有被刘战军感动的几位
家长。

为此，刘战军建立了资助专
门账户。被资助学生有一个月的
考察期，确定品行端正，遵规守
纪后，资助款便会如期发放。正
如刘战军的QQ和微信签名，他
对这些学生唯一的要求就是“传
递爱的力量”。

照顾困难学生自尊，匿名爱心捐助

更多爱心人士，加入匿名阵营

拄拐坚持上课，捐献遗体角膜

文/片 本报记者 肖龙凤

每天夜里

起来七八次是常事

近日，记者来到王一帆家
中，近距离感受这个特殊的困
难家庭。王盛武老人正在睡觉。
因多发性脑梗，他的半边身体
失去了知觉，一侧面部有点歪
斜，因患糖尿病常年打胰岛素，
身体、面部呈现浮肿，脑后全是
密密麻麻的红包，糖尿病并发
症引起双侧小腿及脚面溃烂。
巩义恩老人睡不着，正坐在沙
发上，面部比较僵硬，目光呆
滞。王一帆陪着母亲聊天，老人
说话有点吐字不清。

王盛武在王一帆8岁时就
脑中风偏瘫，病退在家。靠母亲
一人做工的收入无法维持家庭
生活，自那时起，王一帆就开始
勤工俭学、照顾病父。2002年3
月，本来就患有冠心病的母亲
又查出了帕金森综合征，生活
已不能自理。

王一帆自此放弃了创业的
最佳时期，也是一个女孩最美
的青春年华，给父母喂饭喂药、
端屎端尿、翻身擦拭等，她毫无
怨言。父母还时常住院，她就得

家中、医院两头跑，白天晚上连
轴转。

对于老人的饮食起居，王
一帆照顾得一丝不苟。父亲爱
喝茶，她一早就把茶水沏好，然
后把老人每天各自吃的三四种
药分别配装到药品分拣盒里。
因活动不便加上药物副作用，
老人经常大便不通，王一帆每
次都得先用开塞露疏通，再用
手抠出来。

两位老人都已经78岁高龄
了，无论是坐一下、躺一下还是侧
侧身，都得靠王一帆扶着抱上抱
下，而且，老人所服药物有副作
用，导致出现幻觉幻听，晚上经常
睡不着，一遍一遍地喊人。王一帆
一晚上被喊起来七八次是常事。
怕在厨房做饭时听不见父母的呼
唤，王一帆还在老人的床头和厨
房安装了呼叫器，便于老人有事
喊她，以防有闪失。

入不敷出

她在艰辛中前行

“闺女跟着我们没有享福
啊……”巩义恩连连对记者说，
话语中饱含无奈和疼惜。因这
几年全职照顾二老，王一帆辞
职在家，一直没有收入，加上老
人时常住院，以前的积蓄都已

经花光。多亏了老邻居、同学、
亲戚朋友帮忙，王一帆已先后
向他们借了二十几万元。

照顾两位患有重病的老
人，作为独生女的王一帆，无论
在人力还是财力上，近乎一种
孤立无援的境地。2013年，王一
帆远在山西太原的姨妈、姨夫
曾赶来帮忙照顾，可惜二老都
已年过八旬，后因身体原因又
返回了山西。

“这些年，我也很感谢居委
会、街道和区里对我的帮助，居
委会逢年过节都送来油、面等
物资，家里水管、电路等坏了都
免费给维修。”去年开始，经过
申请，天桥区民政局为王一帆

的父母各安排了每月20小时的
居家养老服务。

有句老话说，“久病床前无
孝子”，王一帆用几十年如一日
的实际行动，彻底推翻了这句
老话，而且她还是一个没有血
缘关系的养女。幼年时勤工俭
学帮衬家里，成年后连续20多
年悉心照顾重症养父母，王一
帆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磨
难，也体会了同龄人无法体会
的心酸。

这一路下来，王一帆托着
两位老人，走得缓慢、艰辛却厚
重。她用自己人生最美好的时
光换取了两位重病老人温暖的
后半生。

超越血缘的挚亲守候

照照顾顾久久病病养养父父母母，，她她几几十十年年如如一一日日
时间就像一个轮回，当年，年近不惑的王盛武、巩义恩

夫妇抱养了女儿王一帆（化名）；如今，王一帆成为重病养
父母生活下去的依靠。两位老人是天桥区制锦市街道办铜
元局后街社区居民，都已是78岁高龄，王盛武因脑中风偏瘫
已30多年，巩义恩患帕金森综合征也已十多年。虽然早已得
知自己是养女，王一帆对父母的孝心却丝毫未受影响。几
十年来，她尽己所能精心照料二老，以柔弱之躯扛起了这
个不幸的家庭。

刘战军随身携带遗体(角膜)捐献联络卡。

▲王一帆喂母亲吃饭。

请您推荐身边的

“责任市民”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

他们或热心公益 ,或在平凡的岗
位做出不平凡的事迹 ,他们用实
际行动为这座城市贡献自己的
力量,他们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连续四年来 ,本报联合中共
济南市委宣传部、济南市文明
办、12345市民服务热线以及安利
(中国 )日用品有限公司 ,推出了
“责任市民暨最佳公共服务奖”
评选活动 ,欢迎热心市民向我们
推荐身边的榜样。市民可以拨打
96706热线推荐 ,也可以将相关材
料发送至qlwbdpc@163 .com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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