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宽总是说“我做的事儿没啥
可说的”

张杰是金水区凤凰台街道办事
处英协社区的党务工作者。他从一
个社区工作者的视角，讲述了他眼
中的王宽家。

17年来收养6名孤儿，并培养他
们成才，其间历尽艰辛。但我们向老
人表示敬意时，他总是说：“我做的事
儿没啥可说的，人都有怜悯之心，搁谁
都能做到，看着这些可怜的孩子，我不
帮他们，心里不安。”王宽平静地说。

幼时家贫，为了吃碗饱饭，王宽
小小年纪考进西藏豫剧团。关山远
隔，交通极其不便，作为家中独子的
王宽根本没办法回家，父母全靠姐
姐和妹妹照顾。老母亲生病，大半
夜的，村上几个年轻人硬是用担架
把她抬到医院。这种淳朴的乡情，
令他深怀感恩。

1982 年，王宽偕夫人王淑荣考
入郑州豫剧团，随后任业务团长。
回到郑州工作，离家乡近了。退休
之后，每次回老家，乡亲们都很热
情，围得满屋满院的。他和老伴儿
王淑荣宅心仁厚，见不得孤苦伶
仃。回乡探亲时，先后收养了8个月
时父亲患病去世、母亲改嫁、由爷爷
奶奶拉扯的袁钱粮等6个孤儿，后来
又把他们接到郑州生活。

像他们一样“存好心，做好事，
做好人，有好报”

夫妻俩每月退休金合起来才
3000 多元，供孩子吃饱穿暖和上学，
显然是杯水车薪，王宽决定到茶楼唱
戏挣钱。在十几年的漫长岁月里，年
过花甲的王宽老人辗转郑州市各大
茶楼卖艺，风雨无阻，随叫随到，只为
给几个孩子无忧的学习和生活。

王宽和王淑荣老师也是一对非
常恩爱的夫妻，我们在社区见到他
们，总是夫唱妇随。他们还经常参
加社区的各项活动，即使成为感动
中国人物，也没有一点架子，看到有
难处的人，还是会主动伸出援手，助
人为乐。我们社区号召全体居民，
都像他们一样：“存好心，做好事，做
好人，有好报”！

本报讯 近年来，郑州市
涌现了9位“感动中国年度
人物”，这在全国省会城市中
绝无仅有。尤其2014年到
2016年这三年，胡佩兰、陇
海大院、王宽的连续当选，把
郑州“大爱之城”的形象推到
了一个更高的层面。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三
连冠，郑州的大爱引人注目，
但绝非偶然。无论多么伟大
崇高的精神事迹，都是由活
生生的人物一点一滴、日积
月累塑造完成的，只有深入
了解他们平凡的经历，才能
发现那种特殊感人的力量。

昨日下午，“大爱之城
郑州现象”感动中国先进事
迹系列宣讲活动，在郑州师
范学院报告厅拉开帷幕，该
校师生近2000人，聆听了
胡佩兰学生唐利平、陇海大
院爱心集体代表常思军、井
勇和王宽所在社区工作人
员张杰的生动报告，家喻户
晓的感动中国人物的故事，
再一次给师生们以震撼心
灵的感动。
郑州晚报记者
张翼飞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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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活动除了在高校
巡回，还会在市内9
区陆续进行

据了解，此次全市宣讲活
动，将从即日起到6月初结束，
除了在高校巡回，还会在市内
9 区陆续进行，宣传郑州市“感
动中国年度人物”精神，塑造郑
州“大爱之城”形象，传递“郑”
能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郑州师范学院大一
学生樊晓慧听完报告后深有感
触地说：“这些朴实的河南人之
所以能够连续三年感动中国，
是因为他们身上有爱，是因为
这座城市有情。”

老师记得病人的电话却想
不起儿子的手机号

胡佩兰老人如果活着，今年3月
29日，整整100岁。

曾跟随胡佩兰从医30年的大弟
子唐利平，从老师手中接下接力棒，
现在老师工作多年的地方——二七
区建中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胡
佩兰爱心门诊”坐诊。

她说，第一次见到老师就让她
惊讶不已：那天上午，老师一共看了
46 位病人，都是直呼名字。更让她
感叹的是，在拨打病人电话时，老师
不需要电话本，而是都记在了心
里。但是，老师却经常想不起自己
儿子的手机号。

最近10年，老师患有多种疾病，
但是无论刮风下雨还是下雪，她都
是雷打不动的凌晨 5 点起床，7 点半
就等着接电话。那个电话中有她和
司机的约定，只要电话响 3 声，她就
下去。有时候天气恶劣，我们劝她
不要来医院了，她听后总是生气地
说：“这样的天气病人还来找，说明
他们很需要、很着急，我咋能不去
呢！”只有忙碌了一天，没有病人等
候时，老师才会高兴地对我们说：

“病人看完了，我们回家了。”

为了病人，老师能忘了年龄、
忘记自己的病痛

18年前，老师上门给一位病人看
病，下楼梯时不小心滑倒了，摔断了3
根肋骨，住院治疗。那一个多月，老
师常常痛苦地呻吟着，身体蜷缩成一
团，将我们的手臂抓得生疼，但是一
有病人打听着来找她看病，说也奇
怪，本来疼得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来
的老师马上忍痛坐起来，变得容光焕
发，问诊铿锵有力，像换了一个人。
老师给我们开玩笑说：“病人就是我
的解毒针，他们一走我又该疼了。”

弥留之际，老师双手摸摸索索
地拉过床边的白大褂，捋了捋两边的
衣袖，将两只胳膊伸出来，示意学生
们给她穿上。她留给世人的最后一
句话是“病人看完了，回家吧”……

她真正是为病人燃烧了自己的
生命。

高新海喜欢足球曾是“铁路
门神”

陇海大院爱心集体代表宣讲前，
投影屏幕上，播出央视拍摄的《善行无
迹——一邻居》的公益广告。片中，高
新海说：“我是个不幸的人，但又是个
幸福的人。瘫痪了40年，邻居们照顾
了我40年，14600多个日日夜夜，没有
他们，我不知道该怎样活下去。邻居，
都是我的家人。”

常思军说：“这个片子我不知看
了多少遍，但每次看还都会动感情，
因为 40 年了，我们这个大院就这样
不知不觉走到了今天。我给大家讲
讲我们陇海大院里这群小伙伴的故
事。故事的主人公高新海，我们都
喜欢叫他‘三哥’。”

今年60岁的高新海曾经是个活
泼开朗的小伙子，他喜欢足球，是郑
州铁路少年足球队的守门员，号称

“铁路门神”。生活中，他为人义气，
助人为乐，是陇海大院的孩子王。
1976年，他响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
号召，在农场插队时突患急性横贯性
脊髓炎导致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完全
失去知觉，从此失去了行走的能力。

一起长大的小伙伴承担起
照顾他的责任

然而不幸并没有就此结束：他
又先后遭遇了大哥患肺癌、二哥患
肝癌病故、母病父痴呆等多种磨难
和打击。遭受如此打击难以承受，
他想自杀，后来他悲哀地发现，自己
除了头和胳膊，哪儿也动不了，连死
的能力都没有了。当时我们几个从
小和高新海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主动
承担起带高新海四处看病，和照顾
他日常生活的责任。

后来高新海康复无望，放弃治疗
后，他情绪异常低落，几乎绝望。我
们大家分成几个班，轮流在高新海家
陪伴他，开导他。为了让他快乐，我
们想了很多办法，用架子车拉着他到
附近的学校球场踢足球，让他坐在轮
椅上当守门员；我们还拉着他看电
影、逛商场、一起看世界杯的电视直
播比赛。我们还有专门照顾生活起
居的“八大员”……

■活动预告

陇海大院代表常思军：
一路携手不能松
转眼已经四十年

英协社区张杰：
王宽看到有难处的人，
总是伸出援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