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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泽林靠承包土地、种植速生杨、培育
棉花种、开办工厂挣钱，用这些劳动收入办
孤儿院。有时候，孤儿院也会得到一些社会
援助。

2003年和2004年是孤儿院最困难的时
期，当时，孤儿院有4个孩子在上小学，15个
读初中、高中，再加上几名大学生的学费和
生活费，一年下来需要十几万才能维持。

“孩子们都是长身体的时候，吃得多，
我不敢保证孩子们吃好，但必须让他们吃
饱。”王泽林对钱控制得很严，“学费、理
发、洗澡、生病、吃油、买盐、文具都需要
钱，能省一个是一个。”

“当时，我每天都在咬牙坚持，家里能
卖的东西全卖了，无论如何都不能放弃孩
子们。”王泽林说，不管再怎么困难，他从来
不会主动向政府求助，“徐书记接见我时，
问我有没有困难，我说没有，这个孤儿院是
我自愿干的，没有人逼我这样做，不管遇到
多大的困难，我都会想办法解决，别人愿意
帮助，我非常感谢，但不能主动向别人
要。”王泽林的语气非常坚定。

与几年前相比，如今，孤儿院的经济困
境正在逐步好转。

“两免一补”后，孩子们的书费、学杂费
全免了，初中住校的孩子还能领到一天1元
钱的生活补助，让王泽林的负担减轻了很
多。

今年年初，王泽林又开办了毛毡厂和
小磨香油厂，目前，运转良好。

“现在的生活我很满足。”王泽林说，
几年前，他骑的是破旧不堪的自行车，现
在骑的是电动车，原来吸的是每包 0.8 元
的黄河牌香烟，现在吸的是 2.3 元的红旗
渠。

在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9 年来，一直
戴着“体制非法”帽子的孤儿院也即将得到

“转正”。目前，虞城县民政部门正在给孤
儿院办理相关手续，孤儿院也将更名为“刘
店乡泽林福利院”。“我估计手续很快就会
办下来。”王泽林说。

“只要还有孤儿向我求助，我就会一直
做下去。”王泽林说，按照他的设想，再过几
年，会把孤儿院完全交给两个女儿打理。

王泽林，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刘
店乡大王庄村一名普通农民，靠种田
被评为全国劳模。他从2000年开始
兴办孤儿院，先后收养资助了48名孤
儿，使这些辍学的孩子重新回到了学
校。今年，他收养的孤儿中，又有10
人被北大、武大、郑大等院校录取，至
此，这所孤儿院里已经走出了27名大
学生。9 月 1 日上午，河南省委书记
徐光春接见了王泽林和得到他资助
刚刚考上大学的10名学生。9年来，
一直戴着“体制非法”帽子的孤儿院，
曾经几度几乎“解散”，如今，孤儿院
已得到了越来越多热心人的帮助和
政府的支持，经济在逐步好转，而体
制上也即将“转正”。

晚报记者 袁帅 文/图

9月17日傍晚，丝雨霏霏。
王泽林站在他的“泽林孤儿院”门口，看着嬉戏

玩耍的几个小男孩，满脸笑意，眼神中充满了慈祥。
其实，最近一个多月，王泽林都被幸福包围

着，笑容每天都挂在他脸上。
2009年，在王泽林收养的孤儿中，又有 10人

考取了全国重点大学。其中，张斌考取了北京大
学，李根强考取了武汉大学，谭鹏飞考取了华东政
法大学，张哲考取了西南大学，王培培考取了郑州
大学。

在此之前，2003 年，贺鹏举考上了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2004 年，郭义飞以 690 分的成绩考入
清华大学，石奇珍考上了厦门大学，李志强考
上了南开大学；2005 年，李盼盼考上了厦门大
学，李俊霞考上了东南大学，张怀相考上了武
汉大学。

至此，王泽林收养的48名孤儿中，已经有27人

考上大学，孤儿所住的房间里，墙上贴满了奖状。
“每一年都有人考上大学，并且一年比一年

多，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再苦再累我都愿意，这
也是孩子们对我最好的回报。”王泽林说。

除了孩子们考上大学，还有一件“大事”让王
泽林兴奋不已。

9 月 1 日上午，王泽林和那 10 个刚刚考上大
学的孩子，受到了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的邀请。
在河南省委常委会议室内，徐光春亲切接见了他
们，强调要学习王泽林同志，大力弘扬扶贫济困的
传统美德，持之以恒扎扎实实地做好扶贫济困工
作，并希望受到资助的孩子们更加努力学习、更加
努力成才、更加努力奉献，报答党和政府的关心，
报答各界人士的关爱。

“徐书记的接见，是对我最好的肯定，使我深
受鼓舞，我一定会把孩子们照顾好。”说这话时，王
泽林眼神坚定。

王泽林今年 62岁，在孤儿院里，大部分孩子
称他为“爷爷”，也有称他为“伯伯”的。

他的孤儿院创办于2000年，位于虞城县至亳
州公路小侯乡境内的公路东侧。

“办孤儿院，还得从 2000年说起。”王泽林深
吸了一口烟，告诉记者，2000年 6月，他从当地媒
体得知，商丘市睢阳区的李艳华、李兵权姐弟俩由
于家庭出现变故，失去了父母，面临着辍学。当
时，李艳华 11岁，她弟弟李兵权才 7岁，经和两个
孩子的爷爷协商后，王泽林领他们姐弟俩到家中
抚养，并送他们上学。

王泽林收养孤儿的事传出去后，一些失去双亲
的孩子不断在亲属的带领下上门，孩子渐渐多了起
来。

直到 2001 年春天，看到家里“实在住不下

了”，王泽林决心办一个孤儿院。两个月后，一个
5间房的孤儿院建了起来。

接收孤儿之初的那几年，国家对农村学生还没
有实行“两免一补”。在收了10个孩子的时候，学
杂费、生活费开始让王泽林感觉到了压力。

他几次在夜里下决心：再来孩子，绝不能收
了。可当一些孤儿找到孤儿院，哭着，甚至跪着向
他诉说不幸时，他的心又软了……

“孩子那可怜的样子，谁看了都心疼，我要是
不管他们，可能真的就没人管了。”几年来，王泽林
一直都是这样说服自己。

就这样，王泽林收养的孤儿越来越多，至今已
有48人。其中大多数来自虞城县的各个乡镇，也
有虞城以外、商丘以外的。

除了这些孤儿，王泽林还收留了7位孤寡老人。

王泽林有时也会感觉到累，累时，他习惯
点一支烟，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不出来。

虞城当地人对王泽林的称呼是“王善人”，
从孤儿院到老家大王庄，10 多里路程，一路上
遇见的人常常掏出一支烟递给他，这在农村是
一种表达敬意的惯用方式。

王泽林告诉记者，有一年夏天，他带着一个孤
儿到郑州参加会议。由于不熟悉郑州地形，散会后
两人拖着行李“奢侈”地打出租车到火车站。下车
时，出租车司机死活不要王泽林的钱，司机指了指
孤儿衣服上印的“泽林孤儿院”几个字说：“你是好

人，我不能要你的钱。”
说话间，王泽林的眼眶有点湿润，他扭过头用

衣袖擦了擦。
对于别人和社会给他的一切，他很感激，他

认为，这些都是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肯定。
2003 年，孤儿院里第一次有孩子考上大学，

他激动地跳起来。王泽林把考上大学的孩子的照
片制作成展板，激励其他还在上学的孤儿。“如果
实在上不了大学，我也不怪他们，只要他们能实实
在在做人，多为他人着想就行了。”他说自己对孩
子们要求也不是太高，只要能做一个好人就行。

“那么多孩子，每天要伺候他们吃
喝，家里的粮食也不够吃；钱也花得很
快，跟流水似的。当初我不太乐意，办孤
儿院，是他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钱。”王泽
林的妻子袁献芝说。

袁献芝告诉记者，有段时间经济困难，
一到开学，王泽林就为孩子们的学费发愁，
一个劲儿地吸烟，很少说话。

为了省钱，他去 4 公里外的县城办
事，从不乘车，而是骑自行车；他也从来不
在县城吃饭，再晚也要回家吃。王泽林
说，一天就算省两毛钱，时间长了也能省
下一大笔钱。

看到王泽林如此省吃俭用地办孤儿
院，袁献芝一开始不明白丈夫到底为了
啥。后来看到孩子在眼前一天天长大，有
的还考上了大学，看到王泽林的劲头一天
比一天大，袁献芝逐渐接受了他的举动，

“现在，我心里也想开了。”
王泽林一共有 4个孩子，其中，唯一的

儿子从来就不搭理办慈善事业的父亲。前
几年，从一家工厂里下岗的儿子想问父亲
要点钱，但被父亲拒绝了。从此以后，他就

走上了外出打工的路。
“我不能给他钱，如果把钱给他了，这

些没有爹妈的孤儿咋办？我的儿子再没
有钱，也比孤儿强。”王泽林说，儿子不理
解他，但他理解儿子，“我的一个孙女有
小儿麻痹症，我的外孙有两个得这病的，
他们都需要钱，但是没有钱也比没有亲人
强。”

从 2002年开始，王泽林就陆续在孤儿
院四周种树，几年下来，600 多棵白杨大多
都已成材。这些树是王泽林的希望，他指
望用这些树还债。“我欠3个女儿太多，我希
望死后把这些树留下来，用卖树的钱来补
偿她们。”王泽林说。

为了节省开支，自从孤儿院开办以来，
王泽林没有雇请过人，9年来，一直是由妻
子和两个女儿跟随他打理孤儿院。从做
饭到照顾小孩，两个女儿没有丝毫怨言，
最小的女儿在郑州工作，每月还给他寄回
1000元钱。

“她们都理解我，不过，我年纪越
大却越感觉对不住她们。”王泽林感慨
地说。

“上不了大学，我也不怪他们，只要他们能实实在在做人，多为他
人着想就行了”

“我不能给儿子钱，我的儿子再没钱，也比孤儿强”

“每年都有人考上大学，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再苦再累我都愿意”

“孩子那可怜的样子，谁看了都心疼，我要是不管他们，可能真的
没人管了”

王泽林说，孩子们只要能实实在在做人，多为他人着想就行了。王泽林说，孩子们只要能实实在在做人，多为他人着想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