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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毕业后，俩人一起报考了
洛阳医专平顶山分校，又在一起学
习了三年。“小伟身体不便，怕读不
下来，我选择和他一起上医专。”李
永和表示，窦小伟自幼受父亲影响，
学起来得心应手。他学得慢，窦小
伟就经常熬夜帮他补习功课，让他
消化理解。

三年之后，医专毕业了，为了谋
生，两人相约一起开一家诊所。他
们的想法得到了窦小伟父亲窦建政
的支持，1997年，为了把两个孩子带
出来，他提前退休，开起了门诊。

然而，一年后，窦建政不幸患病
去世，开办不久的诊所也陷入困境，
无奈关门。2000年，在窦小伟大哥
的帮忙下，窦小伟又在五一路社区
开了诊所，2006年搬到中兴路做专
科，取名“伟和疼痛门诊”，2010年搬
到了湛南路上。“我俩都不甘心，这
么多年都闯过来了，特别想把诊所
干出点样子来，用成绩来回报老人

家。”李永和说。
然而，尽管门诊又在闹市区重

新开张了，但前来就诊的病人依然
不多，生存压力很大。“李永和每月
的薪水也很少，他有两个孩子了，顾
不住。”窦小伟说，有一次，他身体不
适在外治疗，让李永和去诊所照看，
然而，李永和没有去。他火了，吵了
他一顿，结果没想到，李永和赌气地
甩下一句“我不干了”，便扬长而去，
这让窦小伟非常郁闷和着急。

“说实话，这么多年来，要是没
有永和的帮助和照顾，我走不到今
天。”窦小伟说，当晚，他躺在床上，
辗转难眠。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次
日一早，李永和又回到了诊所，一切
照旧。“这么多年了，我们俩的经历
几乎是重叠的，朋友圈也几乎一样，
而且几乎天天在一块。在不少外人
看来，如果我们俩不在一块，他们会
感到很纳闷，会问永和或者小伟去
哪了。”

经过多方学习和研究，诊所的
生意有了起色，医术也越来越精
湛。2001年夏季，由于效益不错，为
了接送窦小伟上下班更方便，他们
买了一辆摩托车。2002年 7月，因
工作太累，窦小伟身体吃不消，两人
经过商量后，决定发挥特长，专治颈
肩腰腿疼。由于他们共同研制的治
疗腰椎间盘突出的中药治愈了不少
患者，因此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医
院聘请两人到医院坐诊。此时，李
永和接送窦小伟上下班的“工具”已
换成了轿车。

在“伟和疼痛门诊”内，记者
看到挂满了患者送的锦旗，有来
自山东、青海等地的患者。窦小
伟说，他们研制的治疗腰椎间盘
突出的中药，已经治愈了省内外
的数千名患者，在当地终于小有
名气了。“我深受病痛折磨，深知
对患者来说能解除病痛最关键。”
他说。

“背上兄弟”34年：这辈子，一起走

“走不成路，觉得没法上学
了，特别难过。”坐在轮椅上的窦
小伟忆起往事表情很复杂。他
是不幸的，因患先天性肌营养不
良症，直到5岁才能慢慢走路，
12岁就失去了正常行走能力，用
他的话来说，没有人比他的童年
过得更艰难和辛酸了。但他又
是幸运的。

这时候，他遇到了同学李永
和。“以后送小伟的事情就包在
我身上了。”从小学、中学到大
专，从少年、青年到中年，从单
身、恋爱到结婚，从后背、摩托到
轿车，他也没想到，这一背就是
30多年。而这句平淡的承诺也
成为改变他人生命运中最有分
量的一句话。

34年，是一段长长的路；34
年，是一份浓浓的情。他们不是
亲兄弟却胜似亲兄弟，演绎了一
段旷世“奇缘”。前不久，央视《焦
点访谈》重点关注了平顶山这对
“背上兄弟”的故事，传遍四方，感
动了无数国人。“我就是你的双
腿，好兄弟，这辈子，一起走！”
郑报融媒记者 石闯/文 周甬/图
发自河南平顶山

“我有两个哥哥，在三个兄
弟中，父母对我操心最多。”2月
14日上午，坐在平顶山湛河区
开源路与湛南路附近的“伟和
疼痛门诊”诊断室里，42岁的窦
小伟向记者回忆起30多年前的
往事很感慨。一缕缕温和的阳
光透过窗玻璃照射过来，使得
房间里温暖如春。

1983年 9月 1日，平顶山新
华区联盟路小学开学的日子。
作为一年级新生，窦小伟按捺
不住内心的兴奋。因自幼患先
天性营养不良症，直到5岁才能
扶着墙走路，上学一度成了他
的奢望，“好几个学校不愿接
收”。入学第一天，小伟就认识
了同年同月出生的李永和。

“我行动不便，永和给了我
不少帮助，我俩说话很投机，就
玩到了一块。”窦小伟说，由于
脾气相投，小伟与永和很快成
了形影不离的伙伴，两人放学
一起回家，一起做作业。窦小
伟的爸爸窦建政在医院上班，
工作繁忙。有一天，永和找到
小伟的家对他的爸妈说：“叔
叔，阿姨，我家在王庄村，离这

儿不远，就让我早上来接他，放
学后顺路把他送回来吧”。

窦小伟的父母听了非常感
动，眼圈红红的。“这孩子心地
很善良，小伟真是交上了一个
好伙伴。”从这以后，永和每天
早晨总是提前半小时出门，接
上小伟后扶着他慢慢往学校
走，放学后再把他送回家。而
这一切，永和的父母并不知
情。小伟学习好，永和也变得
上进起来。

就这样过了几年后，小伟
又因下半身逐步萎缩，体重增
加，双腿无力支撑，行走越来越
困难，直到无法正常行走了。
那一年，小伟 12岁，上五年级，
命运给了他最沉重的打击。

“从那时起，我就更离不
开永和了，我们俩就绑在一
块儿了。”窦小伟说，他最感
动的是，他自己上厕所不便，
李永和下课后背着他去厕
所，甘愿忍受刺鼻气味，毫无
怨言。对此，李永和说：“当
时班主任让大家多帮助小
伟，说他身体不好，我记住
了，其实是应该做的。”

小学毕业后，1988年秋天，
李永和与窦小伟双双考入平顶
山市一中初中部，被分到不同
的班。此时，病情逐渐加重的
小伟已经不能站立和行走，上
学全靠两个哥哥接送。这时，
李永和向学校申请，把他和窦
小伟分到同一个班继续坐同
桌，这样平时可以照顾他。

学校了解之后，答应了李
永和的请求，这让窦小伟喜出
望外。之前，他的二哥去外地
上大学，他的爸爸和大哥在上
班，接送比较吃力，母亲身体不
好又背不动了。“小伟行动不
便，谁来接送照顾他呢？”窦小
伟的父母很头疼。“叔叔、阿姨，
别着急，有我呢！”李永和说。

这让窦小伟的家人吃了一
惊。自此，李永和主动承担起
推着自行车接送窦小伟的“难
缠活儿”。每天往返 4趟，他为
此要多走上将近 10公里的“冤
枉路”。其实，李永和也是孩
子，身高大约 1.4米，和自行车
梁差不多高，还不会骑车。每
天清晨，他提前半小时起床，用
自行车推着窦小伟上学、回
家。“那时候俺俩关系非常要
好，他家人也背，我也背。”

李永和表示，初二时，有一
件事很难忘。他说，有一次背
窦小伟回家后，窦小伟在平煤
总医院工作的爸爸看他满脸通
红，就做了检查，一量体温高
烧，耳后还有白点，确认他是出
麻疹了。“等我爸妈过来接我

时，叔叔说永和也是自己的孩
子，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在这儿
治好了再回去吧。”李永和回忆
着，眼眶湿润了，他没想到，一
家人待他这么好。

“在小伟家里住了快半个
月，小伟的爸爸对我特别照
顾。小伟也不怕传染，还和我
睡一屋，陪我说话，我心里感到
很温暖。”康复后，李永和暗下
决心，“叔叔要没空，我就天天
背他吧！”

1991年，李永和与窦小伟
又一同进入市一中高中部。
他也学会了骑自行车，方便多
了。高中时，李永和又和窦小
伟住一间宿舍。他每天提前
起床，打好温水，端到小伟床
头让他洗漱，然后背着他去教
室；课间，背着他到操场上看
同学们打篮球，或到山坡上
“散步”。

“高三那年的冬天，下大
雪，那个周末返校，路面结冰无
法骑行，永和用自行车推着我
和两个大书包，走了近3个小时
才到学校。”窦小伟说，在路过
一个上坡时路滑，自行车推不
上去，永和就先把自行车锁路
边，背着他上坡，这时脚下一
滑，一个踉跄跪在地上。

“我也没想到，摔倒的那一
刹那，他仍然紧紧地背着我，没
松手。”窦小伟说，到了学校后他
才发现，李永和的秋裤已经被血
渍浸透了，真是好兄弟啊。窦小
伟说罢流下了眼泪。

1月 31日，大年初四，中央电视
台《焦点访谈》春节特别节目《感恩
的礼物》，对平顶山市残疾人窦小伟
和李永和“背上兄弟”的感人故事进
行了重点关注。这不是亲兄弟胜似
亲兄弟的“兄弟情”让全国人民为之
感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好
评如潮。

李永和的妈妈看了节目后掉下
了眼泪，她说：“永和是个好儿子，以
前不怪他，现在也不怪他。他把温
暖和善良送给了别人，自己也收获
了信心和希望。一个人做点好事并
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我为有
这样的儿子感到骄傲！”

而于爱梅表示：“10多年来，我
们家吃早饭比别人家早，晚饭比别
人家晚，早已习以为常了。永和性
格腼腆，不善言辞，他是个好人，心
里有大爱，我喜欢的就是他这一
点。”她说，他能对窦小伟 30多年不
离不弃，说明他责任心很强，“嫁给
他一点不亏”。

对此，李永和自己的心里也有
数，他对窦小伟也是充满了满腔感
情。“虽然我照顾了小伟，但没有小
伟的自信自立自强，就不会有我们
俩目前的生活，在我心里，小伟很
好。”他说，30多年过去了，窦小伟就
像是他的亲兄弟一样，“直到白发苍

苍，我还和他在一起。”
“从少年起到成年，我一直趴

在永和的背上，非常不容易。他背
着我，我心里有了依靠，感觉到了
世间的温暖。他对我的深情是我
一辈子都偿还不了的。我们两家
早已化成一家人了。”窦小伟表示，
他们俩已经 42岁了，一直在争取
各方支持，希望有一天能把诊所扩
大，一起招纳残疾人来这里就业。
窦小伟表示：“我想把永和对我的
这份温暖和大爱传递下去，动员和
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扶残助残，努
力为广大残疾人创造幸福美好的
生活。”

“李永和，太好了！”与李永和同
窗 10多年的李健对他赞不绝口，
“每当窦小伟遇到难处了，也许同
学、朋友都会帮他一两次。但是，坚
持这么多年的，只有李永和一个。”

“说实话，永和对小伟比对我还
好，我都吃醋了。”于爱梅谈到丈夫
李永和多年照顾小伟，感慨地说，
“2000年，结婚那天，永和把小伟送
到门诊后，才去参加婚礼。我们刚
结婚不久，永和就琢磨起解决小伟
的终身大事了。还说我必须从心里
接受他，还像以前一样。”

于爱梅笑着说：“相亲、恋爱，本
来是俩人的事情，很私密。但是，窦
小伟与权伟敏从相亲、相爱到新婚
入洞房，都是李永和背着去的。”她
说，起初权伟敏的父母很反对，但经
不住女儿的劝说和决心，也看重了
窦小伟的实诚，2003年，窦小伟与权
伟敏走进了婚姻殿堂。

“我们兄弟这么多年来能坚持
下来，我也没想到。”每当问起是什
么力量支撑着他这样做的，李永和
总是淡淡一笑，“这么多年，接送小
伟上下班习惯了，哪天不接送，反而
不习惯。”

“从小到大，我是最亏欠家里
的。”李永和坦言，结婚前家里的事基
本上都是哥哥、妹妹打理。各自成家
后，妻子于爱梅在家中操劳更多。如
今，李永和已有两个儿子，而窦小伟
也有了一个女儿。两家人经常约着
一起出去游玩。窦小伟的上海、杭州
之行，就是在李永和的陪伴下完成
的。十几年来，两家去过很多地方，
很多景点，窦小伟包揽了所有费用。

李永和也先后荣获平顶山市道
德模范、鹰城雷锋等荣誉。2016年
11月，李永和还被评为“河南省助残
先进个人”、“河南十大正能量代言
人”。而窦小伟也被评为平顶山市

优秀创业能手、自强残疾人，平顶山
市残联还邀请他给众多残疾人朋友
分享创业经验。

“永和帮助了我这么多年，我心
里有数，有了能力也会帮助他。”窦
小伟说，“我们俩没有任何约定，也
没有任何承诺，如果没有永和这么
多年细心照顾，无法想象我现在会
是什么样。在我的心里，永和是兄
弟，一辈子的好兄弟，今后的路还会
一起走下去。”

如今，门诊生意好了，窦小伟一
个月给李永和发 5000元，年底还有
10000元年终奖。平时他买衣服，总
给李永和也买一件，连袜子也给他
买。窦小伟看李永和的媳妇于爱梅
摆摊卖炸串太辛苦，就出钱让两人的
媳妇一起到郑州学习小儿推拿，并在
去年底出资近 20万元，在联盟路开
了个小儿推拿店，窦小伟说：“赔了是
我个人的，赚了是我们两家的。”

“叔叔要没空，我就天天背他吧”

先天不幸，他却遇到了好伙伴 为谋生开办诊所一起经历风雨

“帮他张罗婚事还把他背入洞房”

《焦点访谈》让兄弟俩的故事感动全国

李永和背着窦小伟出门

上学时期，李永和背着窦小伟进教室（翻拍） 李永和用轮椅推着窦小伟回家

有较重病患时，两人会同时会诊检查

兄弟两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