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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家人终于现身 要给钱表示谢意被婉拒

他把孩子当自己女儿养 去哪儿都带着

留守儿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
点，苗畬作为一名教师也不例外。
2015年，苗畬放弃暑假，来到商丘一所
留守儿童学校里，和孩子们一起上课、
吃饭、游戏，哄他们睡觉。在闲聊时，
孩子们经常问苗畬：“苗爸爸，郑州是
什么样子？郑州美不美？郑州大不
大？郑州有什么？”苗畬只能词穷地
回答：“美，大，可漂亮，可好玩。”

一个星期后，苗畬要离开了，几个
孩子扑过来抱着他的腿说：“苗爸爸，
你把我带走吧，你走了，又没有人管我
们了。”苗畬不舍地告诉他们：“我还
会再来，会接你们到郑州去玩。”

苗畬深受触动，回到郑州后就写
了个策划书，要组织一场关于留守儿
童的夏令营。他众筹了 1.3 万元，自己

又拿出 1.7 万元，“大美郑州，文化中
原”就这样开营了，那些孩子们来到了
他们梦寐以求的郑州：在河南省博物
馆，他们近距离感受了中国上下 5000
年的历史文化；在科技馆，亲身体验了
现代科技的神奇与奥妙……

2016 年 4 月，苗畬的团队牵手留
守儿童受邀参加丙申年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在拜祖大典现场朗诵“使老有所
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
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学习三拜九叩
之礼，践行“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蔼
和谐”。苗畬说：“这个道德模范的称
号不属于我自己，因为我相信，只要我
们每个人心存善念，把善念化作
善容、善言、善行，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道德模范。”

开栏的话

为树立身边典范，让身边榜样感动身边人，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传播正能量，即日起，《郑州晚报·中原时报》将陆续刊登中原区
“身边的道德模范”人物事迹，以此传播主流价值观念、传递人间真情大爱，形成人人参与、从善如流、共创和谐的浓厚社会氛围。

姓名：岳浩鹏
职务：建设路公安分局民警

女婴被弃快餐店
他带回家养了半个月

在精心照顾“嘟嘟”的同时，岳浩
鹏一刻也没放松对其家人的寻找。2
月 15 日（大年初八），他通过《郑州晚
报》、微信朋友圈再次发布了“嘟嘟”
被遗弃的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经
过 20 多天的努力，2 月 25 日终于让

“嘟嘟”姥姥得到了消息，来到中队认
领“嘟嘟”。从其口中得知，“嘟嘟”是
私生女，父亲在“嘟嘟”出生后便不再
与“嘟嘟”母亲蕊蕊（化名）联系，也没
有与蕊蕊结婚的打算，蕊蕊生下“嘟

嘟”后因感情受挫，患上了抑郁症，在
郑州市第九人民医院精神病科进行
康复治疗。事发当天因接到一个电
话情绪激动，便把“嘟嘟”遗弃了。找
到“嘟嘟”姥姥后，岳浩鹏迅速安排蕊
蕊和“嘟嘟”做了医学鉴定，确定为母
女关系。3 月 3 日下午，活泼健康的

“嘟嘟”被姥姥领回家。为感谢岳浩
鹏一家的收养之恩，“嘟嘟”姥姥跪地
泣拜，并拿出 6000 元现金以表谢意，
被岳浩鹏一家婉言拒绝。

2016年2月6日，正值春节期
间。当天上午8时，建设路分局接
到报警：有一女婴被遗弃在建设路
与桐柏路路口商场一楼的麦当劳
内。接到报警后，治安管理服务大
队一中队民警岳浩鹏和郭伟迅速赶
到现场，发现被弃女婴有一岁左右，
身边只有一个奶瓶，未留下任何能
证明其身份的物品。岳浩鹏和郭伟
经多方努力未能找到女婴家长，无
奈之下只能将女婴带回中队。

在无法联系到女婴家长的情
况下，岳浩鹏主动报请分局领导同
意，将其带回家精心呵护20多天，
让女婴在自己家中度过了一个温
馨快乐的春节。记者 张改华

姓名：苗畬
职务：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教师

他创立了“爱心织女团”
情暖环卫工、农民工子女

苗畬是郑州市电子信息工程学校的一名教师。2012年，苗畬在巡视课堂
时，发现一个小女孩在织围巾，就上去问她：“小妮儿，你这个围巾是给谁织的
啊？”女孩儿一脸不屑地说：“给我男朋友织的。”苗畬当时很震惊，十五六岁的
孩子就有男朋友了？该怎么教育她呢?批评、叫家长、处分、退学？但苗畬更深
知堵不如疏的道理。于是，苗畬对她说：“你的手艺真不错，我想成立一个‘毛
线编织班’，你来当老师行不行？来教更多的人织围巾织帽子，把织的围巾送
给更需要关爱和温暖的人。”由此，“爱心织女团”的故事开始了。记者 张改华

将女婴带回家的 20 多天里，
岳浩鹏一家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照
顾女婴，为女婴取名“嘟嘟”。“嘟嘟”
刚到家，环境陌生，哭闹不止，晚上
岳浩鹏妻子张亚萍就将“嘟嘟”抱在
怀里哄着入睡。为了更好地照顾

“嘟嘟”，张亚萍还提前关了自己的
店面，专门到童装店置办了几套新
衣服，并为“嘟嘟”买了优质奶粉，一
日三餐，精心抚养，在家当起了“全
职妈妈”。岳浩鹏7岁的儿子也把自

己心爱的玩具给“嘟嘟”玩耍。
春节期间，不管是走亲串友还

是外出游玩，岳浩鹏一家都将“嘟
嘟”带在身边，一刻也不离开。“嘟
嘟”也把岳浩鹏家当成了自己的家，
晚上睡觉要“妈妈”哄，吃饭要“爸
爸”喂，玩时要“哥哥”陪，一会儿看
不到“家人”就四处寻找。半个多月
下来，“嘟嘟”脸色红润了，体质增强
了，不仅学会了蹒跚走路，还学会了
简单的对话。

岳浩鹏救助遗弃女婴的事迹先
后被《郑州日报》和《郑州晚报》等 10
余家新闻媒体进行报道，新华、腾
讯、新浪等多家网站大量转载，在微
信中被数万次转发，中央电视台《道

德与法》栏目于4月5日、6日和
5月15日、16日分别以《情系被
弃女婴》《嘟嘟回家》为题播出，

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岳浩鹏
也同时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
明办推荐为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岳
浩鹏情系群众、关爱遗弃女婴的感
人事迹，彰显了人民警察的爱民情
怀，树立了郑州公安民警亲民、爱
民、利民、为民的良好形象，受到了
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

在苗畬的带领引导下，毛线编织班的
成员很快就达到了20多个。2012年12月
14日，第一场雪降临郑州，20多名成员带着
她们织的50多条围巾和热水走上街头，为
在雪中依然坚持岗位的交通协管员倒上热
水，戴上她们亲手织的围巾。那一天，郑州
的媒体被这群小姑娘刷屏了。从此，她们
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爱心织女团”。

接下来，爱心织女团又开展了一系
列活动：关爱外来务工子女、关爱留守
儿童，越来越多的人收到了爱心围巾，
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爱心织女团中，
成员也逐步增加到 50 人、80 人、100 人，
而这些孩子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阳
光，越来越懂得感恩、懂得帮助同学、懂
得关爱师长。

2013年，一则新闻让爱心织女团所
有成员揪心：有两名环卫工人在早上打
扫街道时，被车撞倒不幸身亡。肇事司
机为自己辩解说，那两名环卫工人在工
作的时候没有穿反光衣，其实是因为天
气寒冷，这两名工人在反光衣外边又穿
了件大衣。

苗畬和同学们在心痛之余也在思

考：为什么我们的围巾不能发光呢？于
是“爱心织女团”开启了头脑风暴，经过
不计其数的实验，终于，会发光的围巾
在 2014 年诞生了。同年冬至，“爱心织
女团”提前准备好饺子，邀请了200多名
交通协管员和环卫工来到学校过冬至，
并献上了会发光的围巾。那一天，郑州
被誉为“最温暖的一座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