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卫视拍摄组的记者感慨，
郑州报业将这个故事叫做“王宽
家”是含义丰富的。他引述了《郑
州日报》在 9 月 30 日的首篇报道中
写的：

如今，“王宽家”不是王宽一
个人，也不止是一直陪伴他的老
伴在演绎这样的大爱了，他们还
和他们养大了的曾经的孤儿们一

起，聚合成更大的正能量，向身
边、向社会、向更多的人，传递出
更多的爱的温暖。

他们用 17 年含辛茹苦“幼人之
幼”的良善之心，养大的岂止是那
些失怙失恃的幼儿，更是养大了

“爱”：长大了的他们，以“长大”的
爱心和能力，报答着社会，帮助了
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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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宽解释着老伴话里的意思：“孩
子们来到我们身边，吃饱穿暖没有问
题了，但我们想要给孩子更完整的爱、
更完整的家庭，别的孩子有的，我们希
望这几个孩子也有。他们有了爷爷奶
奶，也应该有爸爸和妈妈，才能享受到
圆满的天伦之乐。”

两位老人的苦心，是想给这些童
年就沦为孤儿的苦孩子一个真正的

“家”，而不是仅仅提供温饱的、寄养借
居的“城市的屋檐下”。

河南广播电台综合频道记者程冰冰
感慨，不能想象，在郑州这个中原都市
里、城市化的小区中，有这么一家人，老
人带着一大堆孩子，睡在东北式的、农村
式的大通铺上——“王宽家”发明、独创
的大长床——入夜，曾经孤苦的孩子们，

如今有了可依偎的亲人，爷爷陪着男孩
子们，奶奶则搂着那些小姑娘睡，他们梦
里有了甜甜的笑。后来奶奶被她们染了
一身虱子，爷爷奶奶开展灭虱卫生运动，
忙活了十来天，从此，他们就都成了干干
净净、笑容幸福的“像个宝”的孩子。

爸爸妈妈也经常回家陪伴他们，
还为他们买来各种日用品，最小的汪
欣兴奋地跟小伙伴说：“以前我没有一
件毛衣，现在我一下子有了6件！”

汪雯说，以前没有过过生日，到郑
州后她生日时，奶奶做了一大桌菜，还
买来了生日蛋糕。“我从来没见过生日
蛋糕，更不用说吃过！”回忆当时的感
动，她仍然泣不成声。

他们有家了，一个有爷爷奶奶，还
有爸爸妈妈的家。

北京晚报、辽宁卫视、河南电视台等多家媒体采访“王宽家”

为什么他们眼里饱含泪水？
郑州最有爱心故事引发媒体人热赞

“‘王宽家’的爱有来有回，像是形成了温暖的环流”
“在爱心里长大的孩子们，一个个成了爱的使者”

他回忆起自己的成长经历，在饥饿
的年代，当上豫剧演员后能每顿吃饱饭
了，是人民对艺术的尊重和热爱养育
了他。

1956 年，他加入西藏豫剧团，在青
藏的雪域高原上整整唱了26年。对党
培养的感恩之心和建设西藏的艺术热
诚，让他和妻子王淑荣始终和群众心连
心。他们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民情结”。

所以，当1998年，他们分别作为国

家一级演员、二级演员在郑州退休后，
他们最放不下的还是父老乡亲，而当
他们回到老家河南周口淮阳县郑集乡
贺庄村，先后遇到了那些失去父母、孤
苦无依的孩子时，这些孩子就成了他
们最放不下的牵挂。

收留他们、养育他们，王宽和王淑
荣甚至没有商量一下，他们觉得那就
是他们该做的。

大爱至慈。

去年冬天，“王宽家”在郑州紫
荆山公园义演，为无钱医治白血病
的病童小帅可募集 12000 多元；后
来又为 1 岁 7 个月的白血病患儿小
俊哲捐款；为“有难好人”刘东兴募
集万元善款；王宽夫妇的外孙王海
龙自己本身是重病在身的“渐冻

人”，却把自己在咖啡馆驻唱挣的第
一笔工资捐给两个街头偶然认识的
渐冻症病友……

在郑州，“王宽家”就像爱的
发光体，像温暖的源泉，一直并将
继续演绎这最有爱心的家庭的动
人故事。

那近十年茶楼卖唱的日子，苦得让他
们不想回忆。

风风雨雨几十年很少落泪的王宽，那段
日子好多次老泪纵横。难啊，从来没有那么
难过，孩子嗷嗷待哺，上学生活处处要钱，靠
老两口的退休金支应，已捉襟见肘。

他想到了去茶楼卖唱，但迈出这一步
也难——在灯光辉煌的国家舞台上，受人
尊重地唱了半辈子，如今要像街头艺人一
样，在茶楼向人卖唱，如何低下这个老艺
术工作者的身段？如何面对别人的轻
贱？他都不敢想。

但他还是决定去了，为了孩子们，他
觉得他得舍下这个脸面，这个“名”。

于是，他每天骑着自行车，一晚上串
好几个茶楼，风里雨里的辛苦不怕，他怕
的是没人点单。有时候，他唱到半夜，刚

回到家躺下，接到电话有人点他的戏，他
就马上又穿衣起床，蹬上车子就赶去了，
就为了那“唱一板 60 元”的微薄收入。但
有时候，一夜苦等，却坐冷板凳“剃光
头”。天亮时，回到家，他会偷偷喝上几口
闷酒，任眼泪流一会儿，熬了一夜的疲累
似乎都感觉不到了，只感到心里揪得慌。

王淑荣说，其实这些她都看在眼里了，
但只能默默伤心：发愁孩子，心疼老伴——
舍下“面子”唱茶楼已经是“舍名”了，难道
还要这么奔忙“舍命”吗？后来，王宽病倒
多次，其中3次被下“病危通知书”。

直到今天，王淑荣提到老伴那几次险
象环生的抢救就觉得后怕，更让她忍不住
泪流的是王宽在心脏搭桥手术醒来后说
的话：“快去安排好孩子们上学，别耽误了
他们！”

翻开王宽家相册
还有这么多动人故事

“王宽家”的爱有来有回，像是形成了温暖的环流，“在爱
心里长大的孩子们，一个个成了爱的使者，他们知恩报恩，他
们乐善好施，他们扶危救困，他们助残济贫……‘王宽家’成
了爱的泉流、爱的源地、爱的代名词。”

媒体人热赞

《北京晚报》记者白更问王宽：“您从开始就没想过把孩子们据为王
家的后人，他们不但保留了自己的原姓名，您还经常带他们回老家看望
各自的亲戚，这种养育，是更纯粹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大慈和博爱！
这些年付出那么多，养大了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后悔吗？值吗？”

“我们没想过为什么，也从来不后悔，更没考虑过值不值。既然我遇
到了这些孩子，他们的苦难我不能漠视不管。”王宽想了一下补充道，“如
果一定要细想个原因，我想是因为我知道自己这个国家一级演员是党培
养的、是人民哺育的，看到父老乡亲有难处，我的心里比他们更难受，无论
如何也不能袖手旁观！”

10月13日，《北京晚报》记者白更从
北京慕名来到王宽家采访，他觉得，所谓
收养，是把别人的子女收为自己的子女
来抚养，尤其是收养已长成幼童的孤儿，

都多少会有一定的条件。比如要求被收
养者更名改姓，比如忌讳被收养者与原
亲属保持亲缘关系等，显然王宽夫妇的
17年养孤之举完全不是这样的。

Q

A

把6个孤儿的养育重担，坚定地挑上肩头的那一年，王宽、王淑荣已年近花甲。

河南电视台都市频道记者朱勇问：“按年龄，两位老人自然该是祖辈，
对那些曾经无人抚养的孩子来说，有了你们两位爷爷奶奶已经好很多了，
您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已经成家、有了各自生活的儿女分别当这些孩子的
爸爸和妈妈呢？”

王淑荣老人眼角又涌上了泪花：“因为光有爷爷奶奶还不够，他们也需要
爸爸妈妈啊！”她一想到孩子们当初个个“小可怜儿”的情状，总是潸然泪下。

Q

A

Q
A

河南电视台新闻中心记者陈贞君边采访边拭泪，她问王宽：“为了养育这么多
孩子，你早出晚归，茶楼卖唱，甚至积劳成疾，多次病危，都没有想过放弃吗？”

王宽说：“没有，我不会也不能放弃。”

孩子们小时候，王宽给他们洗澡

北京晚报记者采访结束，给王宽夫妇与王海龙拍下合影

王海龙小时候喜欢唱歌，兄弟姐妹是最好的听众

今年国庆假期，王宽家的孙子孙女们都来了，他们像小时候一
样合奏，海龙唱起《时间都去哪儿了》

孩子们小时候，王淑荣带领他们在大石桥为群众义务演出

老大汪海波和老四汪雯是同一天生日，他们
被接到郑州生活的第一年，王宽家给他俩过
生日，两个孩子都是第一次见到生日蛋糕

《北京晚报》的记者来了！辽宁卫视的记者来了！河南电视台、
河南报业等各省级媒体也不约而同地赶来了……
他们都被两周来《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及郑州各媒体连续推出
的《有一种爱叫“王宽家”》系列报道所吸引、感动，想来表达对
“王宽家”这个“最有爱心的家庭”的敬意，想来倾听这个温暖的
郑州故事，想来弘扬这种厚德尚善的河南精神。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随同采访，再听“王宽家”的故事，依然感动不
已，现场各地各媒体的记者们同样经历了心灵的洗礼。采访后，
他们纷纷热赞“王宽家”演绎了“最温暖、最有爱心的城市故事”，
抚孤育人17年，“王宽家”所涵养而成的人间大爱感人肺腑，所积
善而成的人生大义令人佩仰，让记者们不禁肃然起敬，采访中不
少记者眼里饱含热泪。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石大东 董黎 李娜 张翼飞 秦华/文 张翼飞/图

爱如环流

“王宽家”演绎最有爱心的家庭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