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妻子心里，还记得那点
辛酸

2009年，老李买的制水机送到家里的
时候，妻子还毫不知情。

他的妻子也姓李，近几年身体一直不
好，腰疼起来的时候，连下床都有些艰难。

机器拉到家后，他才告诉了妻子，自
己要给农民工送水的想法。

“为什么不提前和我商量一下？”妻子
有点生气，“这绝对是先斩后奏。”

第二天，送水开始了，制水、装水、来
回在中州大道桥下奔波……开始占据夫
妻俩大量时间。

老李工程上有事忙了，送水的事就落
在了妻子一个人身上。

“一个女人把这么多桶水掂到楼下，
然后装上车，实在吃不消。”把水拉到桥下
后，李大姐到处找农民工帮忙往下搬，“好
几次，我喊人家搬，人家都不乐意。”

看到别人拒绝帮忙，李大姐心里有种
酸酸的味道。

“好几次，我都不想送了，真的不想。”
但每次她把这些事告诉给老李时，老李总
会满脸笑容不停地给她解释。

但是，当她看到丈夫每天奔波后，满
脸幸福回到家里，心里就满足了。

李大姐说，自己也和丈夫一起在烈日
下，看见那些农民工站在桥下的饮水机
前，不停拿着杯子去接水喝时的情景。

说到这里，她笑得很甜：“渐渐地，送
水成了我们全家人的一个习惯……”

央视联系晚报，想采访“送水哥”央视联系晚报，想采访“送水哥”
朋友劝他“小爱变大爱，不是你愿意看到的吗”

这句话让他坦然面对镜头
央视记者问“送水哥”真实姓名

“晚报报道中称呼我‘送水哥’”“晚报报道中称呼我‘送水哥’”
“我觉得比真实姓名还好听”

请记住他的名字：李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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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日，央视驻豫记者胡海青给我打来电话，希望由我牵线，采访3年来一直默默给农民工兄弟送水的李先生。
接到我的电话，李先生谢绝的口气依然比较坚决。
胡海青一直尽力争取：“沟通一下吧，把他的事告诉更多人，今后就会有更多人去做同样的事。”
多次电话沟通后，李先生同意和胡海青见面。
当天下午，胡海青在李先生家坐了3个小时。
胡海青离开时，依旧犹豫的李先生还是说了句：“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吧……” 晚报记者 常亮 文/图

“小爱变大爱，不是你愿
意看到的吗？”

朋友留下的问号，触动了一直低调的
李先生，考虑了很久，他决定接受央视的
采访。

昨日上午，几台新闻采访设备第一次
在“许可”的情况下，出现在李先生家。

坐在写有“CCTV”台标的话筒前，李
先生很不自然，两只手总感觉找不到合适
的位置，不停叠在一起，搓来搓去。

“真的没想过，有一天会坐到镜头
前。”李先生长出一口气。

多家媒体前一段的报道让李先生成
了朋友圈子里的“名人”。

“虽然没有正面镜头，但熟悉的朋友
看身影就猜到了是我。”看了报道的朋友
都打来电话，除了对李先生表示敬佩外，
还一直费尽口舌劝说他，“应该公开身份，
把这件感动的事告诉更多的人。”

“你做的可能是件小事，但大家被你
的小事感动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去做同
样的好事，这样，小事也就变成了大事。”
一位朋友每隔几天就给李先生打电话重
复这句话，而且，这位朋友还反问了李先
生一句：“把小爱变大爱，不是你愿意看到
的吗？”

“的确，从内心讲，我想看到更多的人
去做同样的事。”李先生咬了咬嘴唇，对着
客厅的窗户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朝大家微
笑了一下，干脆地点了一下头。

李先生家的客厅很空。没有沙发，没有电
视，只有几把简易凳子。

一台饮水机和一张放着几只一次性水杯的
餐桌成了整个客厅最显眼的家具。

紧挨着客厅左侧的厨房，不断传出机器工
作时的电流声。

“水满了，又流到地上了。”小女儿大喊一
声，李先生迅速跑到厨房，拿起一个拖把，把流
出来的水擦拭干净。

李先生说，自从送水开始，家里所有成员都
习惯没事就到厨房看看，担心水桶里的水接满后

漫到地上。“现在，最小的女儿也养成了这种习
惯，有时候，她还会主动到厨房拖拖地。”

采访前的沟通开始了，李先生的真实姓名
又成了大家议论的一个小话题。

李先生的真名叫李老发。
虽然说出了真名，但老李仍一直向大家重

复自己的另外一个想法。
“前一段晚报报道中称呼我‘送水哥’，其

实，我觉得这个名字比真实姓名还好听。而且，
别人也叫习惯了。”李先生的笑容里，包含着一
丝幸福。

第一次面对媒体镜头回答问题，“送水哥”
在采访中，经常会让摄像记者NG。

央视：为什么送水？
“送水哥”：我知道干活的农民工最需要什

么？他们最需要喝水，特别是夏天。中州大道
几座桥下设了三个点，我计算过，每个点经常等
活的农民工至少有几十人，三个点加起来可能
就是几百人，天热的时候，他们买水喝会花费很
多钱，我每天给他们送水，他们会省下很多钱。

央视：每天送多少桶水，要花多少钱？
“送水哥”：三个点加起来，天气不是太热的

时候，每天18桶左右，如果赶上大热天，每天要
送 30~40 桶。加上车的油费和制水成本，平均
下来，每天要花200多块钱。

央视：几年来，想过放弃吗？
“送水哥”：曾多次想过放弃，特别是在丢桶

事情严重的时候。但冷静下来后想想，他们怎
么办？这几年一直喝我送的水，突然发现有一
天我不送了，他们会失落。

央视：每天送水花费200多元，家庭的负担
越来越重，怎么坚持下去？

“送水哥”：这两年工程上没啥活儿，送水的
钱都是靠前几年接工程积攒下来的。最多我吃饭
简单点，平时我连剩饭都吃，习惯了。如果真没钱了，
还可以找亲戚朋友借。但，这件事一定要坚持下去！

央视：以前为什么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
“送水哥”：送水这件事实在太小了。我没

想过出名，说心里话，也不愿意出名。

儿子心里，对爸爸的评
价只有两个字“钦佩”

主卧室，是妻子和孩子最喜欢待的地
方，因为一张大床对面的小桌子上，摆着
家里唯一的一台小电视机。

老李三个孩子中，老大和老三是女
孩，老二是男孩。

男孩叫小伟，在全家人心里，就他曾
经对爸爸的意见最大。

刚开始送水那年，上初三的小伟看到
很多同学有了电脑，给爸妈张了口。但孩
子每次提起电脑的事，都很快被拒绝。

后来，小伟没办法，每次想玩电脑，都
会跑到同学家。

提起买电脑的事，小伟不好意思地笑了。
“不过，前一段我看到爸爸做的事上

了报纸，虽然只有背影。”那一刻，他对爸
爸的评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总觉
得爸爸很不合格，现在，我对他的感觉只
有两个字‘钦佩’！”

要离开李老发家了，再次转身看了一
眼空荡荡的客厅，这时，老李最小的女儿
拿着一个玩具，蹲在一处角落里玩耍。原
本冷清的空间，看起来却格外温暖……

“晚报称呼我‘送水哥’，我觉得比真实姓名还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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