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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租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里
校服是俩孩子近几年唯一的新衣

面对“自己吃不饱 还去帮助别人”的质疑

老申心里有自己的坚持
“看见有困难的人，帮了，心里就舒坦了”

去年11月份，由于老申嫌租住在康复前街的房租太贵，就搬到了马路对面的马寨
里。红色的墙砖，窄窄的胡同，走进马寨村没多远，就到了老申租房的地方。

推开一扇破旧的防盗门，一个光线昏暗、堆满杂物、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映入眼
帘。 记者 常亮 文/图

四口人挤在每月120块
钱租来的房子里

“以前租的房子一月270块钱，现在
这间每月只要 120块，便宜了一半多。”
说起现在新租的房子，老申很满意。“一
月省150块呢，这可不算小数字。”

“俩孩子住这儿，俺两口住在里面
那间。”老申有些难为情地笑了笑：“屋
里太简陋，也没啥招待的。不好意思
啊。”

一张破旧的小桌，一张简陋的小木
床、一台只有12英寸已旧得不成样子的
电视机和一大堆杂乱的衣物，是老申俩
孩子屋里所有的东西。

老申和妻子居住的里屋，与外面屋
子区别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房间一角
凌乱地摆放了很多做饭的工具。这间
小屋子还是老申家的厨房。

家里最值钱的是台 400
块钱买来的二手电脑

老申卧室最靠里的角落里，一台摆
放在破旧桌面上的液晶电脑屏幕看起
来格外显眼。

“这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了。”电脑
是老申去年从东风路一家旧货市场花
了 400块钱买来的。买回来后，他又请
朋友帮忙，接上了网线。

“除了能让俩孩子在网上学习一
些知识，我也会上网看些新闻，很多捐
款信息就是从这台电脑上看到的。”有
着高中学历的老申在两年前开始接触
电脑，“电脑水平不中，现在打字也不
快，不过比以前强多了，最早去网吧，
都是请网管帮我打字。”提起学电脑的
初衷，老申不好意思地笑了：“最早上
网，是想为俺这些打工的兄弟们搜搜
维权知识。”

老申心里藏着对俩孩子的愧疚

老申的两个孩子目前已上初中，平
时格外懂事的兄弟俩从来没有开口向
父母要过东西。

“从小到大，几乎没给俩孩子买过
啥衣服。他们穿的，都是我干活的客户
送的。”说起俩孩子，老申眼圈红了。

今年年初，老申从微博上看到一位
孩子烧伤的消息后，想去五院给孩子送
点钱。

“刚过完春节，活不好找。我兜里
只有10块钱，是我们家一天的饭菜钱。”
为完成心愿，老申跑到康复前街一家熟
悉的板栗店，向老板借了100块钱。

“掐着指头算着给孩子买了 7 块钱
的香蕉，借的 100 块钱给了孩子。”走
出医院门口，老申兜里只剩下 3 块
钱。那天，俩孩子也一整天都没有吃
饭。“他俩一声都没抱怨过，越是这样，
我心里……就越不好受。”

再次走到老申两个孩子居住的小
屋里，小床上方位置扯起的一根绳子
上，两件刚刚洗过的校服在灯泡的照射
下，颜色看起来格外温暖。老申说，在
自己的记忆里，这两件校服是俩孩子近
几年唯一的新衣服。

面对质疑，老申有自己坚持的理由

前两年，老申的妻子干活时手部受了重
伤，原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所有重担都
落在了老申肩上。

“平时捐款老婆都知道，最初因为捐款影
响了家里人正常吃饭，她也会抱怨几句的。”
老申一脸幸福地笑了笑，“不过现在，老婆很
支持我。”

“今年年初我接的活很少，特别是春节前
后，家里真的连饭都吃不上了。”带着一丝无
奈，老申把自己的难处写成文字发到了网上。

很快，老申得到了不少热心人的帮助。
“看我穿的衣服，还有俩孩子的，基本上都是
别人送的。别人对俺这么好，在人家有困难
时，俺有啥理由不伸手帮帮？”

工友知道了老申给别人汇款的事情后，
跑过来问他：“你自己的日子还过不好呢，还
献爱心呢，真不知道你咋想的。”

面对质疑声，老申都是淡淡一笑，嘴里永
远是那句老话：“互相帮一把，谁都不会倒下。”

“老婆最近找到了一位清洁工的工作，今后
她就有工资了。俺家的日子也会有所好转的。”

老申态度坚决地说了今后的打算：“等活
多挣的钱多了，多帮一些有困难的人。汇款
的事儿，得坚持下去！”

“爱心民工”折射出来的大情怀

近两天，晚报连续刊发的《郑州“爱心民
工”》系列报道，受到了读者和网友的强烈关注。

“他生活这么艰难，还天天想着如何帮助
别人。我们不愁吃喝的人更应该奉献出自己
的爱心。”6月 28日，热心读者毛女士给本报
打来电话，她想把家里位于群英路附近的一
套房子免费提供给老申居住。“希望晚报好好
和他说说，这样能为他减轻一点负担。”

昨天下午，热心读者李女士、高先生先后向
晚报索要老申的电话号码，都想把活交给他做。

“郑州人，好样的！”
“河南汉子，好样的！”
“河南老乡您最棒！您的爱心无悔，继续

捐款关注贫困孩子，会感动很多人！河南人的
大爱精神，值得传颂！向您学习，向您致敬！”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说：“好想问你，肩上
的担子这么沉重，为何还这般坚持？怕你朴
实地笑着说，我是娃儿的父亲，不能让孩子受
委屈；好想问你，工作的艰辛这么难熬，为何
还这般善良？怕你欣慰地笑着说，我是娃儿
的父亲，很多不幸的孩子需要我帮助。谢谢，
谢谢你这么尽力去守护孩子的成长……”

6 月 28 日晚，“衣加衣”公益活动四
川站点负责人雷雨风在 QQ 中给我留
言：“以后，我们搞回访见面会，想邀请申
先生和晚报记者参加，让山里的孩子们
感受一下山外的温暖……”

老申的故事讲完了。在采访这条新
闻过程中，我听到了激动澎湃的赞扬声，
也听到了带有丝丝心酸的质疑声。无论
怎样，“爱心民工”坚持用他微薄的力量，
让很多人感受到了一丝温暖。

就像老申自己说的那句话：“看见有
困难的人，不帮，我心里不平衡；帮了，心
里就舒坦了。”这一点，或许就是他精神
的可贵之处。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