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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传递，热心市民要和
刘春娥一起做鞋垫

昨日下午，63岁的退休教师沈雯瑜除了送
来20多件衣物外，还带来了一份特殊的“心意”。

“最近几天一直在关注刘春娥大姐的事迹
报道，心里特别感动。”在《郑州晚报》上看到刘
春娥为了农民工在街头和工地上辛苦奔走的
照片后，沈雯瑜心疼极了，她很想通过自己的
努力去帮帮刘春娥。“想和刘大姐一起做鞋垫，
然后再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来捐赠衣服。”

黄河路到华山路，十几里路，一个多小时

“棉袄大妈”费尽周折
终于找到了牵挂许久的“娘家人”
看到熟悉的面孔，来自四川的农民工飞一样迎上来

“上次给咱们送衣服的刘大妈又来看咱们了”

昨日早上9点半，在黄河路一个家属院，三轮车上装满各种御寒衣
物，刘春娥坐在驾驶座上，一摞摞衣物高出车身三四倍，她的身影看起
来矮了许多。

稍稍挽了一下衣袖，双手伸进装在车柄两边的“棉袖筒”里，刘春娥
又一次扭头看了看车上的东西，发动了三轮车。 记者 常亮 文/图

慢慢地穿梭在繁忙的街头中，刘春娥
特别小心，为防止车上的衣物脱落，她刻意
将车速控制到最低。

然而，由于车上装载的衣物过多，沿途
中，还是有包裹不时从车上掉下来。

“唉，路上捡了四五回，每次停车捡东西
都很浪费时间……”几经周折，上午11点10
分，刘春娥终于到达了中原西路华山路口附
近的一处工地。

小心翼翼地停好车子，一脸疲惫的刘
春娥快步来到一处工地入口，站在那儿搜
寻起熟悉的身影来。

然而，刘春娥失望了。

“太奇怪了，这些四川广元的工人去哪
里了？我怎么一个也没见到？”不时踮起脚
尖张望着远处，刘春娥越来越焦急。

“你好，认识以前在这儿干活的那些四
川的工人吗？他们以前也住在这儿的。”刘
春娥站在工地口，逢人就问。

看着别人一次次摇头，10多分钟后，刘
春娥转身用力推起了三轮车，沿着工地一
路向西，边走边问。

终于，一名河南的农民工给刘春娥带
来了好消息：“他们搬到前面住了，从这儿
一直往西走，拐进一个小胡同里后你再找
人问问……”

“你好，你认识……”刚拐进一个小胡
同口，正想向一名忙着搬砖的工人继续
打听时，刘春娥突然愣住了：“你，你不
是……”

“您是刘大妈？您是刘大妈吧？”搬砖
的工人一阵激动，赶紧转身大声告诉旁边
一位工友，“快上楼，给大伙说一声，上次给
咱们送衣服的刘大妈又来看咱了。”

很快，刘春娥被一个个从旁边一栋居

民楼里跑下来的工人团团围在中间。
“大妈，最近身体好吧？您好好看看，

还记得我不？”一见到刘春娥，来自四川广
元的女工人徐云兰和几名女工友跑过去紧
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老何，快来。看谁来了？这，这就是一
直给咱们送东西的那位‘棉袄大妈’呀。”过
了一会儿，远远看见老公也走过来的徐云兰
站在原地大喊。

“只要能走得动，我就会把
衣服永远送下去”

棉衣、棉被、棉鞋、围巾……一件件给大伙
心里带来暖意的物品很快就领完了。十几名
工人乐呵呵地抱着东西走进宿舍。

“今年年初的时候，刘大妈就给我们送过
衣服。前段时间我们工地失火了，她留给大家
的名片也被烧掉了。真没想到，我们搬了宿
舍，她又主动找来……”话未说完，徐云兰转身
擦了擦眼角的热泪，匆匆把几件棉衣搁到床头
边的柜子上，然后伸手拉起老公，又一次来到
了楼下。

“大妈，中午一定要在我们这儿吃饭，要
不，我们心里真的过意不去。”徐云兰和几名送
完衣物的工友，再一次围到了刘春娥面前，一
个劲儿地挽留。

“再给大家发点名片，今后有啥需要了，继续
给大妈打电话啊。”刘春娥没有直接回答大伙的
请求，弯腰从包里掏出了一沓名片。

最终，大伙还是没有挽留住刘春娥。中午
12 点 30 分，临走时，她看着一张张真诚的面
孔，笑着安慰大伙：“都别客气了，在我心里，我
们早就是一家人了。只要腿能走得动，我就会
坚持给你们送衣服。”

所有人都没再说话，站在原地不停地朝刘
春娥挥手告别。

96678

打电话有稿费

一路打听，刘春娥终于找到了农民工的新住址

“暖冬爱心行动”邀你参与，请通过以下3种方
式报名：一、拨打晚报热线96678。二、拨打文化路

“爱心联盟”热线56660002。三、拨打刘春娥老人家
的电话63834080，他们会告诉你详细的送衣物地
点，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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