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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树廉和高新海相识于
2009年，虽说不是老邻居但当
时已被“陇海大院”的故事所
感动。

“那年我母亲生病住在市
三院，听说高新海也在住院就
顺便去看望了他。”就这样他
们结下了今生不解之缘。

6年来的交往我和新海的
友情日益深厚，在省红十字志
愿者协会资深志愿者章建武、
郑萍、赵梅花的提议下，我们
一起帮助高新海，成立了心海
聚乐部，说起为什么把俱乐部
起名为“心海”，邵树廉说，就
是想和高新海的“新海”名相

同音，又希望社会上的每一个
人的心像陇海大院人们都心
一直如海般广阔无边。

现在高新海居住的幸福
路 5 号院是他们周六要相聚
的地方。“每周六我们都会来
到这里和高新海聊聊天，交流
一下音乐。”

就如同邵树廉为大院写
的一首院歌中说道：“你要是
想幸福，幸福路上找，幸福路5
号院我已找到。幸福路 5 号
院谁来谁幸福，幸福的种子在
这里开花了……”也希望更多
的人能和高新海一样乐观快
乐地活着。 记者 柴琳琳

高新海同学、邻居何亮：
互相搀扶，共同走到人生的终点

“战友”王家新、陈金凤夫妇：
高新海一家待人好
大家都乐意帮他

李保义，65 岁，郑州中铁
物资公司退休职工，居住在距
离陇海大院 1000 米左右的福
华街。小学时，与高新海同在
郑州铁路少年足球队踢球，每
周训练两次，建立了深厚的情
谊。回想起曾经的意气风华、
青春年少，李保义记忆犹新：

“当时，在球队我们俩关系比
较好，我们称呼新海为三妞、
老三或小老高（称呼同在一个

球队的高新海二哥为大老
高）。三妞不但球门守得好，
而且歌唱得也很棒!”（三妞的
称呼是高新海父母的愿望：因
为生高新海之前，其父母希望
是个妞。虽然最后其父母未
能如愿，但还是忍不住时常叫
高新海为三妞）。

高新海患病初期，在外
地工作的李保义得知他的病
情后，经常利用回郑探亲、假
期的时间看看他，聊聊天，藉
此从精神上安慰鼓励他，让
他感受到朋友的关心。“当
时，工资很低，经济条件不是
很好，尽管如此，每次还是要
带些水果和点心，让三妞调
剂一下饮食！”

1985 年后，为了让高新
海可以经常出去散散心、晒太
阳，李保义开车带着他到新乡
机械厂量身定制一台残疾人
三轮车。“当时，残疾人三轮车
很少，由于下身没有知觉，脚
不能踩油门和刹车，只能定
制。新乡机械厂工人师傅了
解三妞的情况后，也很支持，

定制比较顺利。”李保义高兴
地说，上下三轮车，高新海虽
然仍需要抱，但是出去散心还
是方便很多，生活质量也有一
定提高。

为了给予高新海更多的
帮助和关爱，1990 年后，李保
义组织原少年足球队成员友
谊会，每年五一在郑州火车头
体育场举行，持续 10 多年。

“每次聚会，我呼吁大家‘有钱
的帮钱，有力的出力，没钱没
力的帮人忙’。”许多朋友都会
积极响应。李保义感慨地说，
友谊会不仅可以让高新海感
受到朋友的真情、相聚的快
乐，同时，在生活上也有一定
的帮助。

说起两人共同经历的点
点滴滴，李保义动情地说：“从
小产生的友谊，得病后同情
他，有能力时想帮他，没能力
时想来看看他，不来看，感觉
少点啥。从不让他说感谢，更
不想回报，只想付出，让他高
高兴兴地活着！”
记者 冉红政

说到高新海看病时
的花销，王家新说，当时
大院内的人，有钱的出
钱，有力的出力，带高新
海去武汉、北京看病，从
来 没 有 想 过 报 怨 和 放
弃。陈金凤笑着指着王
家新说，与常三相比，她
家老王是一个出纳，都说
出纳是管钱的，可他是一
个光出不纳的“出纳”，是
圈内的主心骨，只要有什
么事基本都找王家新。
现在，年龄大了，关注高
新海的人也多了，他们夫
妻两个就往后站站，让给
年轻人，但凡有事时，随
叫随到。

说到不幸，高新海家
太不幸了，家人相继得了
重病、怪病。八九年前，
高新海的父母都得了重
病，卧床不起，高新海又
是这样，邻居们看在眼
里，疼在心里。都纷纷伸
出援手，谁家有空了，就
去高新海家帮忙，有照顾
高新海父母的，有照顾高
新海的，整个小屋内充满
了爱，充满了温馨，很感

人。
后 来 ，社 区 主 任 井

勇，跑前跑后，为高新海

申请低保等，争取各种福
利，让高新海的生活也改
善了很多。

陈金凤说，现在，关注
高新海的人多了，关心他
的人也多了，他们夫妻两
个打心眼里替他高兴。希
望今后在政府和社会的关
怀下，高新海的生活无忧
无虑，快快乐乐。

有生之年只要走得
动，就会去看看他。

高新海看病时，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何亮今年 63 岁，是高新
海的同学兼老邻居，关系自不
必说。

“从小一块儿长大，他是
啥性格我最熟悉不过了。”何
亮说，因为和高新海是同学，
再加上年纪差不多是同辈人，
他们共同经历了读书下乡、回
城，感情就是在这其间建立起
来的。

“因为一些原因我中途又
参军了，3 年后当兵回来我第
一时间看望了老高，分别了两
三年，这么多年从小到大的一
个玩伴突然间就倒了。”何亮
说，当时高新海的状态非常不
好，已经失去了往日开朗向上

的样子。
“当时我就想怎么帮帮他，

所以这么多年不管是刮风下雨
我都要去看看，如果不看看就
觉得少点什么，尤其是他家里
经历了这连串的事故，这些邻
居都觉得他特别不容易。”何
亮说，这39年的时间对于他来
说，是经历也是一种宝贵的财
富，“包括我还有那些老邻居
老战友来说，这都算不上什
么，我们这份情感我认为是值
得的。我今年已经63岁了，我
们这些老弟兄不管谁先走，我
们都会互相搀扶。我们只有一
个心愿，互相搀扶，共同走到人
生的终点。”记者 柴琳琳

3月2日上午10时，
在紫荆山路与金水
路交叉口西北角游
园内，王家新、陈金
凤夫妇正在认真地
教一帮朋友打太极
拳。后据陈金凤说，
现在，关心高新海的
人更多了，他们只要
有些时间，就过来与
这帮朋友练太极，已
成习惯了。
记者 董占卿 文/图

“编外”爱心人士邵树廉：
能和高新海一样乐观快乐地活着

随后，当说到陇海大
院的爱心故事时，陈金凤
像打开了话匣子，很多话
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说到陇海大院无私
奉献爱时，表情很是灿
烂；说到高新海家庭不
幸 时 ，眼 中 又 噙 着 泪 。
陈金凤说，她家老王与
高 新 海 上 世 纪 70 年 代
是一个农场的“战友”，

关 系 特 好 。“ 在 我 的 记
忆里，高新海他们家人
缘很好，大院内谁家大
人上班去了，或者忙不
过来了，孩子没有人照
看 ，就 扔 到 高 新 海 家 ，
高新海的妈妈很热情地
先照看着。”

陈金凤说，当时，整
个大院内的关系也很融
洽，很好。

王 家 新 说 ，他 1975
年结束下乡，而高新海
1976 年就生病了。陈金
凤说，出了这事后，高新海
很悲观，毕竟还很年轻。
作为邻居、好友，心里也很
难过。为了安慰他，大院
内的邻居、下乡时的同学
知道高新海的事情后，也
都不定时的看望他，陪

着他锻炼身体，鼓励他，
每天都有人去他家，日子
长了，也就成习惯了。“大
院内 600 多户邻居，有空
闲时间了，就会过去帮个
忙。”陈金凤说，爱是有传
染性的；“俺闺女长大后，
要给我们买东西，就会立
刻想到高新海，也多买
一份”。

“俺闺女给俺买东西，也会给高新海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