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邻居左小伟
“没想到杨阿姨在默默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就在鞋垫正式完工的这两天，眼看大功要告成了，可从来睡眠质量很好的杨青莲竟有点失眠了。
“我太激动了。我开始想，该如何把我的心意，把这100双鞋垫送给卢书记。”杨青莲思来想去，最终

想到了借助晚报。
“杨阿姨的执著精神感动了我，她年纪大了，我不放心阿姨一个人出门。”左小伟说，在天气不冷的时

候，他每天都会看到杨青莲在小区的凉亭里埋头做绣花鞋垫。
“我问了几次这些鞋垫都是做给谁的，阿姨都没有说。这次是她问我晚报热线电话的时候，我才知道

的。原来，阿姨是想送给我们的卢书记。”左小伟说，在刚知道的时候，他先是感到意外，但随之就是感动。
“我们邻居好几年了，杨阿姨从来不是一个张扬的人，没想到，她在自己默默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

左小伟说。

女儿耿国玲
“妈妈是个‘倔妈妈’”

昨天晚上7点，本报采访车把杨青莲送回了家。
在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里，日光灯柔和地照射着。
这就是杨青莲的卧室，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床头柜上放着一台电视机，布置得干净整洁。
整个房间里，最扎眼的，就是厚厚的白色棉布鞋垫和一些针线。
戴着一副老花镜，坐在床边，穿针引线……这100双鞋垫，杨青莲每天就是在这里这样完成的。
杨青莲现在和自己的小女儿耿国玲一起居住。
在23岁的耿国玲看来，做一双这样的绣花鞋垫是很麻烦的事情。

“我不会绣那么漂亮的花，只会做一点儿皮毛。”耿国玲说，每双鞋垫都要经历做模子、打面浆、粘布、
拟模、贴面、镶边、绣花等至少六七道工序。

“我们兄弟姐妹4个人看到妈妈每天这么辛苦，都心疼她，不想让她做，但她很倔，我们也拗不过她。”
耿国玲说，面对这个“倔”妈妈，她每天只能尽量多地帮妈妈做做家务，看妈妈累了就给她按摩一下。

“小女儿很懂事，每天都会给我端洗脚水，我所有的孩子都可孝顺。”说起家庭，杨青莲显得十分舒心。
“其实，妈妈为卢书记做鞋垫我早就知道了。我感觉她做得很对，也很能代表我们河南老百姓的心

声。”耿国玲对妈妈表示很理解。

妈妈极富爱心，花甲之年还赴舟曲做志愿者
采访中，当看到关于“舟曲志愿者”的鞋垫时，我们意外得知，在去年8月份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

后，热心的杨青莲还瞒着儿女“偷偷”赶赴舟曲灾区做志愿者。
在舟曲的半个月时间，让杨青莲十分难以忘怀：“我们当时在县委大院门前搭了帐篷，我主要是做好

后勤服务工作，有时候还会去和附近学校里面的一些孤儿交流谈心。”
现在，在杨青莲的手机上只要输入“舟曲”二字，就会出现长长的一排联系人名字，有舟曲学校校长的

电话号码、舟曲孤儿的电话号码等。
“我们家并不是很富裕，妈妈是农民，也没有啥退休工资。”耿国玲说，就这，杨青莲还经常会买一些衣

物邮寄给舟曲的困难群众，“前不久，我们花了800多元钱买了12双新鞋，给舟曲的孤儿邮寄过去了。”
对于这么热心和富有爱心的妈妈，耿国玲说，作为儿女，他们感到很自豪，也深受感染：“希望卢展工

书记能够收到妈妈做的鞋垫，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昨天早上7点，天刚刚亮，63岁的杨青莲就抱着一大包东西出门了。
在较为宽敞的小区门口空地上，她小心翼翼地摊开了一块大红布，拿出厚厚一摞白底儿绣

花鞋垫，稍作构思后，开始用针线将这100双鞋垫一双一双地缝在布上。
一晃4个多小时过去了，100双鞋垫终于都缝在了红布上。这个时候，一直全神贯注的她才

突然感觉到了寒冷，手也早已经冻得通红。
“家里太小了，放不下，只有到外面去缝。”昨天下午，因为受凉而有些咳嗽的杨青莲又坐了

1个小时的公交车，把这100双鞋垫送到了晚报，“我是濮阳的一个普通农民，在郑州已经生活了
10 来年的时间。这些鞋垫，是我花了半年时间日夜亲手缝制的，就是想通过晚报送给关爱

‘4050’人员和‘退扇子’的卢展工书记。” 晚报记者 裴蕾/文 晚报首席记者 贾俊生/图

金黄色的向日葵、清雅高洁的荷花、为人民服务的红心……
这些独具匠心的花色，她一针一线绣了半年

亲手缝制100双鞋垫送给卢展工

卢展工退扇子

2010年6月28日下午4点
左右，鹿邑县太清宫镇怀六村
村委会的小院内，来了一位特
殊的客人——省委书记、省人
大常委会主任卢展工。

正在周口农村调研的卢书
记邀请村里的党员、干部、村民
围坐在一起拉家常。

虽然有些树荫，但是 37℃
的高温加上午后太阳的蒸腾，
此时院里格外溽热。

小村子从来没有来过这么
大的领导，热情的村民又是搬
桌子，又是拉凳子，村支书抱起
一摞折叠纸扇放在卢展工面前
的一张小方桌上说：“卢书记，
天太热了，您赶快坐下扇扇！”

卢展工拿起一把，放在手
里打量了一下，并没有打开扇
子。“这些扇子是谁买的？”书记
细心地问。

“村里买的。”村支书说。
“买扇子的钱是从哪里出

的？”书记又微笑着问。
“村里有办公经费，一把扇

子也就块把钱，花不了几个
钱！”

“我知道，村子里没有多少
办公经费，还是把这些扇子收
起来吧。”卢展工一边说，一边
收拢起面前的这堆扇子。

“卢书记，您太客气了！天
恁热，您大老远的来到这里，连
把扇子都舍不得用，俺们心里
过意不去啊！这也是俺乡里人
的心意，真的花不了几个钱！”
村支书和村民都再三表示。

“快收起来吧，村子里面经
费挺困难的，你们又是买扇子，
又是买水的，还是不要花这笔
接待费用。”卢展工执意坚持
说，“天热点有什么关系呢，院
子里有风，烧点开水喝喝就行
了！”

“这些扇子能退还是退了，
退不掉，买扇子的钱还是由县
里面给补上吧。”这时，卢展工
叮嘱坐在边上的鹿邑县委书记
杨廷俊说，“你一定要记着这个
事！”

卢展工坐在凳子上，与村
民们一聊就是一个多小时，欢
声笑语不时在小院内洋溢。始
终没有打开扇子的卢书记，脸
上渗出了细密的汗迹，他带来
的，却是盛夏酷暑里一股清新
清爽的风。
据2010年6月30日《河南日报》

昨天下午，在本报采访大厅，杨青莲展示她制作的鞋垫。昨天下午，在本报采访大厅，杨青莲展示她制作的鞋垫。

她的感动
卢书记关爱“4050”

人员和“退扇子”，让我
心里感觉特别温暖

昨天下午 4点半，杨青莲在邻居
左小伟的陪同下，从远在郑州东区的
家中，坐公交车来到了西郊郑州晚报
大厦。

“可能上午在外面缝鞋垫时有点
受凉了，这会儿感觉不太好受，不过
还好……”衣着朴素的杨青莲神情略
显疲惫，眼睛也有点浮肿。

在晚报采访大厅，杨青莲等人小
心翼翼地摊开一幅长约 4 米、宽 2 米
多的红布时，现场所有人眼前一亮：
100双绣花鞋垫规整地排列在上面，
每个鞋垫都做工精美，独具匠心。

谈起为何想起给卢展工书记送
鞋垫，杨青莲十分激动，眼睛一度湿
润：“我经常看新闻，去年，看到卢书
记到焦作调研，体验‘4050’人员就业
难，后来又看到了卢书记‘退扇子’的
故事，我真的特别感动。”

杨青莲说，她是 1948年出生的，
也曾经“4050”过，深知在那个年龄阶
段找工作的艰难，所以，在得知卢书
记的关爱后，心里感觉特别温暖。

杨青莲说，她只是一名普通的老
百姓，不知道能为书记做点啥？思来
想去，半年前，她终于“开工”了：要亲
手为卢书记缝制100双绣花鞋垫。

她的创意
百双鞋垫做工精

美，“最漂亮的鞋垫才能
表达我的心意”

就在前天，这 100双鞋垫才算全
部完工。

“我是从农村出来的，从小就会
做鞋、剪花。做这些鞋垫，其实最费
心的就是设计，我想做出最漂亮的鞋
垫，才能表达我的心意。”

杨青莲亲手缝制的这 100 双鞋
垫，花色各不相同，也都各有美好的
寓意。

一朵朵金黄色的向日葵、清雅高
洁的荷花，还有为人民服务的红心、
叼着橄榄枝的白色和平鸽、傲霜怒放
的红梅……这些精美的花色，都被她
一针一线地绣在了鞋垫上。同时，还
有“以人为本”、“天下为公”等字样。

“为了表达我的祝福，我还特别
绣了几双‘心想事成’、‘万事如意’的
鞋垫送给卢书记。”杨青莲说。

为了做这些鞋垫，她每天早上 6
点半起床就开始动针线了，中午也从
不休息。

“其实，我更喜欢晚上做活，夜里
安静，很出活儿。”她说，每天都是看
完《新闻联播》后，就开始做鞋垫，一
般要到凌晨才睡觉。

这样每天 10 个小时以上的工
作，每天最多也只能做出两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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