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癌癌症症妈妈妈妈””的的住住房房有有着着落落了了
一天接了百余个爱心电话，收到15000元善款

文/片 本报记者 邹俊美

如潮爱心
涌向“癌症妈妈”

临清新华办事处的丁园美
去年5月被查出宫颈癌晚期，两
个月后，丈夫带着好心人捐助的
仅剩的一万元钱悄然离开，丢下
她跟7岁女儿相依为命。因为没
钱，丁园美一直没得到有效治
疗。她患病后，7岁女儿学会了做
家务，照顾妈妈。丁园美说，她并
不惧怕死亡，她最怕的是，她走
后女儿妞妞没了依靠。

本报在对“癌症妈妈”丁园
美母女俩的故事进行了报道
后，引发读者们的强烈关注。从
14日早上开始，记者的电话就
一直响个不停，爱心像潮水一
样涌向丁园美母女俩，来自天
南海北的读者们都送来了祝福
和善款。

早上7点，黑龙江一位女
士打来电话表示想收养孩子，

并为丁园美捐了款。济南市民
杨先生也打来电话，说想资助
孩子一直到大学，并表示想捐
助丁园美1万元钱。德州一家
房地产企业也打来电话，说想
资助妞妞上学。一位热心读者
要去了丁园美的微信，二话不
说就转来2000块钱。聊城一位
从事社保工作的市民看到报道
后也打来电话，说希望能从社
保政策上争取给丁园美以大力
帮扶。

同情母女俩遭遇
有读者数度哽咽

今年66岁的退休职工唐
大爷在关注到丁园美母女俩的
故事后，非常同情她们的遭遇，
给她们捐助了700元钱。聊城
东昌府区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爱心人士也向这个家庭捐去了
1200元钱。

一位微信名为“小伟”的读
者，自己的孩子患有白血病在
北京治疗，看到丁园美的报道

后，也给丁园美捐了20元钱，
虽然钱不多，却温暖了丁园美
的心。多名爱心读者通过微信
给丁园美转款，丁园美说，仅仅
一天的时间，她的微信上就收
到了7000多元的善款。

临清一位市民在给记者打
电话时，数度哽咽，他对丁园美
的遭遇深表同情，并向记者要
去了丁园美的住址，傍晚6点
多，这位市民来到了丁园美租
住的地方，捐了1000元钱。山
东鑫合铝业有限公司的三个小
伙子吴超、吴迪、付言勇在看到
报道后，也专门开车去了丁园
美家，给丁园美送去 2000块
钱，还给妞妞带去了礼物。三个
小伙子说，以后他们还会继续
关注这对母女。

50多人打来电话
想要收养妞妞

济南70多岁的王奶奶打
来电话，她说她看到丁园美的
遭遇后，非常同情，她表示愿意

收养妞妞。她说自己的儿子和
儿媳都是高校的老师，今年40
多岁了，一直没有孩子，看到妞
妞可爱恬静的照片，他们一家
人都想收养她。

另外一位老人打来电话，
说自己的儿子儿媳在美国定
居，一直没有孩子，他们也想领
养孩子，并表示会把孩子视如
己出。曲阜一位老人也打来电
话，说自己的女儿女婿是高校
教授，一直没有孩子，想领养妞
妞。记者接到不下50个电话都
是想领养妞妞的，记者都一一
作了记录，交给丁园美，让孩子
母亲自己决定。

记者了解到，由于妞妞有
父亲，想办理正式的收养手续
比较困难，很多读者知道情况
后表示，即使她父亲以后来要，
也想暂时收留孩子，帮助孩子。

“感谢好心人关爱，
让我不再恐惧孤单”

聊城的李大姐打来电话

说，自己的孩子都上了大学，家
里条件还不错，她想把丁园美
母女接到聊城来，给丁园美解
决住房问题，帮着丁园美照顾
妞妞，并表示愿意出钱为丁园
美雇个护工。

临清新华街道工作委员会
相关负责人在看到报道后，也
第一时间赶到了丁园美家中，
送去了5000元现金，并表示会
在一周内解决她的住房问题，
他们还会为丁园美安排住院等
相关事宜。

来自天南海北的爱心不断
涌向丁园美，丁园美冰凉的内
心被一次次温暖，她在微信朋
友圈发表状态说：“寒冷的冬
天，我心里好暖，感谢那么多
好心人对我们母女的关爱，
让我不再恐惧孤单。”因为没
接受过正规的治疗，丁园美
对 自 己 的 病 情 依 然 非 常 乐
观，一天的爱心捐赠让她更
有信心了。“我还是想去看
病，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
还能多陪孩子几年。”

本报记者 尉伟

工作不输年轻人

1月12日清晨，天色微亮，
李伟就早早地起床准备。

“我们得提前一个小时上
岗。”虽是最后一天，但李伟却
像往常一样认真。熟悉李伟的
人都知道，今年60岁的他扎根
一线，几乎所有警种都干过。领
导和同事换了一茬又一茬，走
了一批又一批，唯一不变的是
他那朴素执着的工作干劲始终
有增无减。在李伟家中，记者看
到门口挂满了各种活动的安保
证件，书橱里也摆着大大小小
的荣誉证书。而这，都是李伟从
警37年来难以割舍的记忆。

来到千佛山派出所后，李
伟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其实，
这是李伟第二次‘退休’了。”千
佛山派出所教导员邹宁告诉记
者。2013年，55岁的李伟按规
定离岗。2014年接到返岗通知

后，他又义无反顾地回来上班。
“咱们早走一会儿吧，顺便

看看还有什么其他情况。”离规
定的到岗时间尽管还有二十分

钟，但李伟却习惯性地“坐”不
住了，他又一次提前走到警车
前，拉开了驾驶室车门。车巡、
步巡、上岗，一个多小时的执勤

既短也长：凛冽的寒风、零下九
摄氏度的低温，让人在户外稍
待一会儿就手脚麻木想躲回屋
里，可李伟却和同事像螺丝钉
一样紧紧“钉”在执勤点上。

再次回到所里已是中午时
分，可李伟却没有休息的意思。
趁着午休的空当，他又来到母
亲家。“母亲86岁了，需要我们
轮流照顾。”李伟的儿子在外求
学、工作，身患糖尿病、白内障
的老人是他目前最大的牵挂。

“五零”小组组长

照料好母亲休息，李伟又
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千佛山派出
所。按说当天的工作已结束，他
可以回家歇歇了。不过，李伟还
有一件“心事”：交接一下“五
零”小组的工作。

“这是我们为所里50岁以
上民警专门成立的，李伟是首
任组长。”谈及这个“五零”小
组，千佛山派出所所长郭大鹏
介绍：“有人觉得老同志是负

担，但我们认为‘家有一老如有
一宝’。因为‘五零’小组的老同
志年龄相仿、思想成熟、经历相
似，无论是在治安防控、110接
处警还是消防管理、社区警务
等方面都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
独特的作用。”他介绍，千佛山
派出所民警在以李伟为组长的

“五零”小组榜样的带领下，没
有一个人喊过累，或是因为其
他事情而耽误了工作。

夜色渐浓，不知不觉，该回
家了。可走到值班室门口，看到
熟悉的工作栏，李伟突然沉默
了：他的照片和“在岗”字样将
成为历史，那身熟悉的制服也
将永久整齐地放进衣柜。

“我现在还记得，‘伟哥’从
起火饭店里抢出煤气罐的那一
幕，手都起泡了”……在千佛山
派出所的微信群里，大家回忆
着与李伟在一起执勤的点点滴
滴，李伟却诚恳地摆摆手：“咱
没说的那样好，就是上一天班，
就要负一天的责任，对得起咱
这身衣服。”

““上上一一天天班班，，就就要要负负一一天天的的责责””
民警李伟的最后一班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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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妈妈的心愿

聊城“癌症妈妈”母女俩
的故事经本报报道后，引发
社会强烈关注。“癌症妈妈”
丁园美跟女儿妞妞的处境，
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仅14日
一天的时间，记者就接到了
百余个爱心电话。截至当天
傍晚 6点钟，母女俩已收到
了15000多元善款。很多家庭
表示想抚养孩子，还有人表
示可以一直资助孩子上到大
学。

黝黑的皮肤，坚毅的目光，顶着严寒、身着制服在自己的管段
内默默地守护着，你看不出这是一位即将退休的老民警。他，就是
济南公安历下分局千佛山派出所的民警李伟。1月12日是济南两会
的最后一天，也是李伟在公安岗位服务的最后一天。

爱心人士去丁园美家给她送去捐款。

每次出勤，民警李伟(右一)都最少提前一个小时到岗。有时一站就是

四五个小时。 本报记者 戴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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