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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前】
千万市民为她揪心

12月17日11时许，漯河市召陵区姬石乡康洼村，王桂花乐呵呵地推
着自行车从村街上往家赶，后座上带着宝贝闺女小梦如。小宝贝红扑扑
的小脸裹在厚实的帽子里，手里抓着块饼干在啃。冬日的阳光洒在母女
俩脸上，她们都笑得那么幸福、舒心。

3个多月前，四面八方涌动的爱心热潮，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让一
岁半的小梦如的命运奇迹般地得以逆转。一台高难度的手术，摘除了她
体内巨大的寄生胎。如今，活泼可爱的小梦如有了很多新朋友，康喜庆夫
妻俩觉得这日子越来越有奔头了。

晚报记者 邢进 实习生 孟丽君 李恒/文 晚报记者 赵克/图

“孩子的病治好了，我们也就没有什么
难处了。”现在，王桂花非常知足。接下来，
她所有的愿望就是把孩子培养成才，同时尽
快让家里的日子好起来。

小梦如过完春节就满两岁了，为了让
孩子从小就受到好的教育，王桂花决定等
孩子两岁半就把她送到四伯家，让她跟着
四伯生活。小梦如的四伯是名高中教师，
明年就退休了。

“四哥退休了，能接送她上幼儿园，跟着
他，孩子也能多学点东西。”王桂花觉得，一

定要把闺女培养成有知识、有文化、对社会
有用的人，才能不辜负这么多人对女儿的帮
助和期待。

至于自己和丈夫，王桂花也早就打算
好了。“家里只有不到两亩地，只能顾住一
家人的口粮。”等孩子一送走，夫妻两人就
去村里的砖窑上打工，一人一天能挣 30元
钱。他们不怕吃苦、不怕出力。“要多多挣
钱，让家里的日子好起来，也给孩子挣出将
来的学费。”说着这些，王桂花的脸上充满
了憧憬。

各方施援手，“大肚女童”
顺利手术

得知梦如的病因，康喜庆慌了，不知道该怎
么办，因为医生告诉他，小梦如的手术费得1万
多元。这样一个数字，对一天仅仅挣几十元钱
的康喜庆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

还有一个更让康喜庆发愁的问题：因为康
喜庆夫妇和小梦如之间没有合法收养关系，更
谈不上户口了，而这样的手术需要直系亲属签
字后方可进行。这样的话，即使有了足够的钱，
也没有办法给孩子做手术。可病情不等人，随
着时间的推移，孩子的肚子越来越大。

“大肚女童”小梦如引起了多家媒体的关
注，也引起了漯河市召陵区领导的关注，区委书
记、区长作出批示，成立救助领导小组，要求各
部门简化程序，为小梦如开通绿色通道，以最快
的速度办理好收养的相关手续。区委、区政府
还送去了5000元慰问金，而康洼村也决定为小
梦如一家三口解决低保问题。来自社会各界的
爱心人士也纷纷表示，愿意为小梦如献上自己
的一份爱心。省卫生厅厅长刘学周更作出批
示，要求省人民医院全力救治小梦如。

9月8日，在社会各界的关怀下，小梦如住进
了省人民医院。院方立即成立专门救治小组，会
集医院相关科室最强专家，组建专家团给小梦
如治病。经过周密的安排，9月14日，会集了医院
最强力量的手术团队成功取出了孩子腹内巨大的
寄生胎。随后，在专家团队的继续努力下，孩子又
顺利度过了术后72小时危险期，顺利康复。9月
26日，孩子痊愈出院。一个月后，王桂花和康
喜庆带着孩子到医院复查，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一岁半女婴腹中长着巨大“肿瘤”
9月14日，省人民医院手术直播间，大屏幕

液晶电视正在直播着一台难度极高的手术——
从一名年仅一岁半、体重20斤的女童腹中完整
地摘除一个重约9斤的巨大寄生胎。手术床上
躺着的，就是媒体此前多次报道的、牵动千万人
心的漯河“大肚女童”小梦如。

小梦如家住漯河市召陵区姬石乡康洼村，
是村民康喜庆和王桂花收养的女儿。王桂花以
前患有精神病，被好心的康喜庆收留，两人结婚
后一直没有生育。

2008年初，在村口的麦子地里，王桂花看
见了一个奇怪的包裹，那就是还在襁褓中的小梦
如。可怜的孩子在寒冬里冻了不知多久，几乎没
有了呼吸。好心的王桂花把孩子带回了家，固执
地用自己的体温暖活了几乎冻僵的孩子。夫妻
俩给孩子取了个“有点文化”的名字——梦如，
觉得这个孩子是上天送给他们的宝贝。

但事情并非一帆风顺，小梦如随着年龄的
增长越来越爱哭闹，肚子也在不断长大。本来
家庭条件就不好，王桂花又有精神病，康家这下
子更是雪上加霜。而且，村里的孩子也不敢跟
小梦如玩，都说她家里出妖怪。

康喜庆不相信什么妖怪，带着小梦如来到
了漯河市中心医院做了一次全面的 CT检查。
结果显示，小梦如肚子里的“怪物”是一个没有
发育成熟的胎儿，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小梦如原
本是双胞胎，因为发育原因，大的细胞团包住了
小的细胞团，成为了包人性寄生胎。这样的体
内寄生胎情况，在国内外都是很少见的，处理这
样的病例必须得取出婴儿肚子里的寄生胎，否
则会危及孩子的生命。

【3个月后】 幸福快乐和她相伴

孩子出院回家已经快 3个月了，恢复
了健康的小梦如长胖了，长高了，体重达
到了 24斤，比手术后足足重了 6斤，身高
也比出院时长高了快 10厘米。夫妻俩看
在眼里，喜在心上。虽然家还是那个家，
清贫依旧，但是康喜庆两口都觉得生活有
了希望。

康洼村附近在修柏油路，康喜庆在那儿
打工。每天早上6点多天刚蒙蒙亮就出门，晚
上8点多才能回家。一天能挣50元钱，工地
上管一顿午饭。白天只有王桂花母女俩在

家，这是王桂花觉得最幸福的时光，她可以和
闺女尽情地相处，感受小梦如的点滴变化。

听见母女俩回到了家，隔壁邻居家的孩
子娇娇跑来打招呼。娇娇是小梦如最亲近
的朋友，一看到她进来，小梦如就高兴地招
着手喊“娇娇姐，娇娇姐”。

如今，小梦如身体好了，能到处跑着玩
了。每天早上吃过饭，她一定要扯着王桂花
的手到村街上去玩。在街上，她交了好多新
朋友。大家都爱和这个可爱的小妹妹玩，有
什么东西也都拿来给她吃、给她玩。

小梦如长高长胖了，还交了好多新朋友

妈妈说，要把梦如培养成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瞧，小
梦如的幸
福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