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冬第四人
李西俊

暖冬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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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冷空气连续袭击，寒潮笼罩中原大地，谁在寒风中孤立无援？虎年将至，希望的种子正在孕育，谁在寒冬中心怀憧憬？
“送人玫瑰，手留余香”，本报暖冬征集令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推出“暖冬行动”，捐一件衣物、献一片爱心、送一份温暖，让爱温

暖这个冬天！我们邀爱心企业和市民一起携手，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同时也为那些想帮助别人的人提供一个渠道。为困难
人群驱散冬日严寒，为心怀梦想的人们完成心愿！请您拨打晚报热线：67659999。

暖暖 行动行动

暖暖心心热热线线：：667766559999
9999

“虽然身体残疾，但我妈妈很坚强”
昨日14时许，记者在郑州市肢残人协会会

长梅丽的帮助下，赶到了本报寻找的暖冬第四
人——残疾人李西俊的家中。

一进门，李西俊和儿子正在吃饭。午餐很
简单，一小碗炒鸡蛋已经见了碗底儿。“这些鸡
蛋是前几天一个亲戚送来的，一直不舍得吃，
眼看要放坏了，所以中午就炒了几个来吃，我
吃的是烧饼，妈妈吃的是昨天剩下的馒头。”李
西俊 16岁的儿子小石头（化名）说，“午饭是我
放学时做的，所以晚了。”

小石头已经是一名高中学生了，1.75米的
个头，比同龄的孩子明显成熟许多。他说，妈
妈从小因为生病，不能说话，手脚行动也很不
方便。在他小时候，虽然妈妈是残疾人，但是
有爸爸在家门口卖水果挣钱养家，小小的家庭
清贫也算幸福。

可是，10年前，他的爸爸不幸去世了。“我
们家的‘天’塌了。”小石头说，爸爸去世后，他
和妈妈相依为命，靠着低保度日。小小年纪的
他早早地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每天放学，他会
先去菜场买菜，回家后再干一些家务活。

“我的妈妈很坚强，她虽然身体残疾，但生
活能自理，而且为了不影响我学习，她有时也
会给我烧饭。”言语中，小石头对妈妈充满了
爱意。

不想麻烦别人，她10年没有下楼
“快去上学！”看到已经是 14时 10分了，一

旁的李西俊用手比画着催促儿子。
由于不能用语言交流，李西俊坐在饭桌旁

边的小板凳上。眼前的她很安详，也很爱笑。
她的脸色，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苍白；她的双手
红彤彤的很扎眼，冻得像面包。

记者随手摸了摸客厅里面的烟囱，出乎意
料，冷冰冰的。

李西俊用手比画着“说”：她一般都是在做
饭的时候才会生火，平时一个人在家，她根本
不舍得烧煤球。并且她一个人在家时，也从来
不开灯，希望通过点点滴滴尽量省些钱，维持
家庭的正常运转。

在客厅里，有一个崭新的轮椅十分引人注
目，基本没有使用的痕迹，上面落上了厚厚的
灰尘。

“她已经 10年没有下过楼了，自从她丈夫
去世后，就没有下过这个楼。”旁边同行的梅丽
说，“轮椅是区残联捐赠给她的。”

“十！”李西俊用手比画出了这个字形，接
着她又比画着说：在丈夫活着的时候，虽然她

腿脚不灵便，但是丈夫会搀扶着她出去走走，
晒晒太阳。丈夫去世之后，由于儿子年纪小，
根本不能搀她下楼。所以，她从此就再没有下
过楼。“出不去，没办法！我也不想麻烦别人！”

小编织袋是她和外界的唯一交流
颇费了一些力气，李西俊慢慢站起来，两只

腿弯曲地挪动着，来到了自己房间的阳台上。
这是个临街的小阳台。

“她每天都是站在这里，通过窗户看着外
头。”梅丽解释说。

在阳台窗户上，挂着一个小小的编织袋，
上面还连着长长的毛绒绳子。

用尚能使上劲的右手，李西俊打开了窗户
放下编织袋，里面放着一点零钱。只见她一点一

点地把编织袋顺着窗外放下去，慢慢地，编织袋
到了一楼。“用来买菜、馒头！”她比画着说。

“啥时候我们看到她家的这个小袋子送下
来了，就知道她需要买东西了，于是大家谁有
空都会去帮帮忙。”在她家楼下，开了个小食店
的寇女士说。

“她是个很不错的人，虽然不会说话，但经
常看到她都是微笑的。”旁边一名卖炸鸡的商
贩说。

昨日的采访中，记者发现由于生活异常封
闭，除了儿子，李西俊已经几乎忘记了如何该
和其他人相处，她的表情显得十分羞涩和生
疏。希望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冬季，帮助她，温
暖她。比如，在温暖的天气，可以帮助她下楼
晒晒太阳等。

报名火爆
爱心妈妈收了近20个学生

本报讯 8日，晚报暖冬行动1号、家
住人民路的曹女士想周末免费教小学五
六年级的孩子数学的信息一发出，她家的
电话一直响个不停。到昨日 17时，报名
的学生有近 20人，比预计人数超出了快
一倍。“我都接了，我家的客厅还算比较
大。”曹女士笑着说，她今日 9时准时开
课。“上一次课3个小时，能够复习两个单
元，我还找好了平时易错的难题，到时候
用来做练习考试。” 晚报记者 李丽君

20多名读者
邀请肖女士去家里工作
本报讯 本报刊发豫东农民肖女士

想通过晚报寻找一份陪护或保姆工作的消
息后，20多名读者致电本报，邀请肖女士
去家里工作。昨日下午，肖女士激动地说：

“我本来因为家庭破裂、骨肉分离，对生活
有些失望，没想到有这么多热心人给我提
供帮助，谢谢大家！”她表示会从中选择一
份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晚报记者 詹莉莉

“双节”送温暖系列活动启动

3份保险送给困难职工家庭
本报讯 9日，郑州市 2010年“双节”

送温暖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市总工会大
厦举行，今年送温暖主题活动周为期4周，
4日至10日活动主题是“送岗位帮就业”，
11日至 17日为“送健康献爱心”，18日至
24日为“送温暖下工地”，25日至 31日为

“双走访进万家”。
今年送温暖活动还将为每一个困难

职工家庭送上一份职工重大疾病险、一份
职工意外伤害险和一份职工子女伤害险，
通过互助保障活动帮助困难职工提高防
范风险的能力。 晚报记者 董洪刚

汪永森 实习生 张芬芬

昨日14时30分许，南关街30
号院2号楼2楼附49号，一套老式
的二室一厅房子，52岁的残疾人
李西俊正独自倚着阳台的窗户，
默默地注视着每一个从楼下经过
的人。因为身患语言、肢体等多
重残疾，她已经10年没有下过楼
了，她的脸颊也因此苍白得看不
到一丝血色。

年复一年，李西俊就是通过
这个小小的窗户来了解外面的世
界。作为唯一和外界沟通的渠道，
也是为了生计需要，李西俊经常会
从靠街的阳台放下一个破旧的牵
着绳子的编织袋，里面会放些零
钞，用来买菜、馒头等生活必需品。

晚报记者 裴蕾 实习生 柴琳琳/文
晚报记者 马健/图

身患语言、肢体等多重残疾，孤身带着儿子艰难度日

10年没下楼，她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
小编织袋顺着窗户送下来，邻居们就知道她要买东西了

李西俊和她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