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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爱心“快递员”
——记郏县茨芭镇华善公益组织负责人李小娜

1月 25日，李小娜看望茨芭镇齐村五保户胡康旦。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谈到公益的时候，有人会

说：“等我有钱了、发大财了、有

能力了，我一定会做的！”其实，

即使是普通人，也一样可以做

公益。

郏县的李小娜等 5 个人都

不 富 裕 ，就每人每月捐款 500

元，各自再带点家里的水果、食

物，购买一些大米、挂面、食用油

等扶危济困。他们帮助无助者，

为灾区捐款捐物，开展日行一善

募捐活动。后来，他们的公益团

队由 5 个人增加到 50 多人，有

开超市的、卖油的、卖面条的、

卖水泥的、卖馒头的、理发的、

养鸡的、卖早餐的，遇到需要救

助的对象，大家就有啥捐啥、缺

啥买啥。

他们其实和我们一样，都

是普通人。但是，他们与我们

又不一样，因为他们不等待，及

时 地 把 做 公 益 的 想 法 付 诸 行

动 。 做 公 益 ，与 身 份 、财 富 无

关，与想法、行动有关。个人自

愿、力所能及地参与公益慈善，

哪怕是公交车上让个座，捡起

地上的烟头、垃圾扔进垃圾箱，

为困难家庭的孩子捐一本书、

一套文具、一件衣服……我们

的一己微薄之力一样能够温暖

他人、改善环境。

公益慈善是“众愿所成”的

事业，不等待，从身边小小的公

益行动做起，无数个人的微力付

出会为困境群体的生存和发展

争取权利和机会，从而促使社会

秩序良性运行，我们每个人也都

会从中受益。

周晓果

做公益，不等待

本报讯 （记者杨元琪）“父母

年纪大了，平时照顾我很辛苦，我

希望能给他们做个体检。”2月 22

日，在卫东区东环路街道五条路

社区，45岁的秦飞（化名）拉着母

亲的手眼睛湿润了。

秦飞年轻时当过兵，退伍后

到原市帘子布厂工作，后来患上

精神疾病，靠药物维持，丧失了部

分劳动能力。一家三口靠秦飞的

低保金和父亲每月2000多元的退

休金生活。去年 1月，秦飞瞒着家

人到北京打工，后来又辗转多地，

身上的钱花完后在深圳流浪了半

个多月，被当地民政部门救助并

接受治疗。去年 10 月，卫东区民

政局工作人员前往深圳，把病情

有所好转的秦飞接了回来。

“我的病情不稳定，没办法挣

钱养家，还得靠父母养活，心里真

不是滋味儿。”秦飞说。

据卫东区民政局副局长张红

杰介绍，从深圳回来后，秦飞积极

配合治疗，身体状况已有改善。

秦飞的母亲在社区做临时保洁

员，他很体谅母亲的艰辛，经常帮

母亲干活儿，深得邻里好评。

如果有爱心组织、爱心人士

愿意帮助秦飞完成心愿，请与我

们联系，联系电话：15937526917。

他想给年迈的父母做体检

本报讯 （记者杨元琪）近日，

蒋晓亮勇救落水群众的事迹经本

报报道后，引起社会关注。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公益项目决定为

蒋晓亮颁发正能量特别奖励 1万

元。

2 月 10 日下午，蒋晓亮在湛

河（光明路至凌云路段）南岸散

步，发现有人从众福桥上落水，他

立刻跑向岸边，脱掉大衣，跳入河

中向落水者游去。此时，热心市

民取下岸边救生圈，跑到桥上掷

入水中。不巧，救生圈与落水者

还有距离，蒋晓亮便调整方向，游

向救生圈，取得救生圈后，又奋力

游向落水者，抓住落水者的胳膊，

拼尽全力将其拉至岸边。他在水

中推，岸上四五名群众拉，落水者

最终被成功救起。随后，蒋晓亮

悄然离去。

蒋 晓 亮 事 业 有 成 ，热 心 公

益。他 2012 年加入市志愿者协

会，2013 年与朋友一起成立市爱

心之家志愿助学协会，目前是协

会副秘书长。2019 年，蒋晓亮在

街头救助突发心梗老人的事迹被

多家媒体报道。

“这份奖励，亦不足衡量壮

举，只为感谢您在倒春寒里送出

的暖意。致敬凡人英雄！”阿里巴

巴天天正能量公益项目相关负责

人黄为军说，希望更多的人以蒋

晓亮为榜样，做善事、行善举，向

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蒋晓亮获得1万元特别奖励

本报讯 （记者杨元琪）“感谢

大家的关心，孩子度过了一个温

暖的寒假，现在的学习劲头儿很

足。”2 月 21 日中午，在湛河区马

庄街道华西社区，勾莲（化名）说

起身边的两个孙子心情很激动。

年过七旬的勾莲和老伴儿、3

个未成年的孙子住在建于上世纪

70年代的3间平房里，全家靠她每

月 1600多元的退休金和孙子的低

保金维持生计。她的儿子是服刑

人员，儿媳失联多年。大孙子铭铭

（化名）17岁，上大专三年级；二孙子

桐桐（化名）13岁，上七年级；小孙子

乐乐（化名）10岁，上小学四年级。

春节前，勾莲希望能为两个

小孙子添置新棉衣。市志愿者协

会了解到情况后，为桐桐、乐乐送

去了“壹基金温暖包”，里面装有

棉衣、棉帽、棉鞋、学习用品等，还

送去了家庭医疗箱和粮油等。

“我们要努力学习，用知识改

变命运，为社会多作贡献。”桐桐

和乐乐说，他们也想当志愿者，力

所能及地帮助身边的人，将爱心

传递下去。

受助兄弟俩想当志愿者

2 月 22 日，位于叶县廉村镇东马庄

村外的灰河上，有机器正在工作，8根桥

桩已经立起。

“这里将建起一座桥，这是我们村

的徐氏三兄弟投资 430万元修建的。”村

民马居民边说边竖起了大拇指。

徐氏三兄弟是徐遂成、徐红涛、徐

跃飞。多年来，他们兄弟三人致富不忘

桑梓，时常捐款捐物回报家乡，让家乡

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徐氏三兄弟是土生土长的东马庄

村人。曾经，徐家七口人靠着微薄田地

艰难度日。1993年，他们的父亲身患重

病，让本就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为给

父亲看病，徐遂成三兄弟东拼西凑借到

了 4.5 万元，其中不少是街坊邻居你 50

元我 100元拼凑来的。

但是，父亲在 53岁那年还是撒手人

寰。“虽然没能治好父亲的病，但乡亲们

的恩情我们不会忘。那时候大家都很

穷，能借给我们钱的也都是咬咬牙拿出

来的。”徐遂成说。

安葬父亲后，兄弟三人便商量如何

挣钱还债。因大哥徐遂成已结婚生子，

便在家守着年幼的孩子、年迈的奶奶和

母亲，在家里种田；二弟徐红涛、三弟徐

跃飞外出打工。

徐遂成在家除了种田也没闲着，还

到附近工地上打工，一天 6 元的工资勉

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渐渐地，勤奋的

徐遂成掌握了建筑行业的要领，从建筑

工人一步步做到了“包工头”。2012年 3

月，徐遂成在郑州注册成立了中进建设

科技集团，后来又在安阳成立一家无纺

布公司。目前，他的公司有员工两千多

人，资产过亿元。

徐跃飞外出后，经亲戚介绍到江苏

一家钢窗厂务工，后来转行进了一家无

纺布厂。凭着刻苦钻研和辛勤努力，他

慢慢地由一名普工成长为机床调试师

傅，后来以自己的技术入股了这家公

司，成为大股东。2008 年，徐跃飞在江

苏省南通市创办江苏三羊纺织机械有

限公司，从事专业无纺布机械制造。如

今，公司客户遍及非洲、南美以及印度、

巴基斯坦等地。2019年，徐跃飞又创办

江苏思博特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销

售无纺布。如今，他的公司年销售额突

破 2亿元。徐跃飞和他的企业也被评为

2020年南通市“科技人才先进企业”“工

业经济明星企业”“新晋亿元企业”。

徐红涛也在江苏打工，后来就帮着

徐跃飞管理企业。

2020 年，疫情肆虐，为了帮助家乡

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徐遂成为廉村镇

捐款 10000 元，徐跃飞为廉村镇人民政

府捐赠善款 10000元、口罩 10000个。

在外多年，徐家兄弟一直心系桑

梓，想为家乡做些什么。

东马庄村与廉村街直线距离仅两

公里，却因灰河的阻隔，需要绕远走四

公里才能到达对面。有时谁家有人生

病为了赶时间，村民就只能蹚水过河。

徐跃飞决定为家乡修建一座桥，这

个想法也得到了两个哥哥的支持。

回乡选址、设计定版……兄弟三个

说干就干。2021年 12月 30日，廉村镇东

马 庄 村 跨 灰 河 桥 开 工 仪 式 在 该 村 举

行。新建桥梁为 3x20 米预应力钢筋混

凝土空心板桥，全长 65.04米、宽 8米，总

投资 430万元，预计今年清明节前竣工。

据廉村镇镇长贾玉选介绍，桥建成

后将打通东马庄村和附近村庄通往外界

的道路，改善数千名群众的通行条件，也

将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和村民增收。

（本报记者 杨沛洁 通讯员 张智敏）

徐氏三兄弟致富不忘桑梓，时常捐款捐物回报家乡——

投资 430万元修建“感恩桥”

本报讯 （记 者 杨 元 琪）2 月

21 日，市志愿者协会召开党支部

成立大会，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

支部委员会。这是继市慈善总会

之后，我市第二家成立党支部的

慈善社会组织。

市志愿者协会2006年 12月成

立，最初只有3名发起人，目前已有

1.7万多名注册志愿者，带动 30多

万人次参加志愿服务，募集款物

4000 多万元，救助各类困难学生

及其他困难群体 30多万人次。

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说，在

市志愿者协会成立党支部，就是

要把社会爱心力量团结在党的

周围，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并

充分发挥协会党支部的战斗堡

垒作用，调动广大志愿者投身志

愿服务的积极性，为建设和谐、

文明鹰城贡献力量。

市志愿者协会党支部成立

人物名片

虎年春节前的一天上午，天气寒

冷，李小娜和刘永红、李战胜、邢亚旭

抱着新的被子、褥子和枕头来到郏县

茨芭镇管村管心付家。

看到李小娜他们，正在屋檐下和

邻居下棋的管心付立即起身说：“哎

呀，让我咋感谢你们呢？”

说完，管心付呼唤患有重度自闭

症的儿子管某辉：“出来给你姐打个招

呼。”管某辉慢慢走出来，抬头笑笑，目

光随即转向他处。李小娜走上前去，

帮管某辉拉拉衣角，拍拍肩膀处的头

屑，并递给他 300 元现金：“想吃啥和

你爸一起到镇上买，不要天天在家待

着。”

管某辉马上就 44 周岁了。2019

年 6 月之前，他已有十多年没有迈出

过家门。多年独处、封闭，他已没了自

理能力。如今，在李小娜等人的帮扶

和劝导下，管某辉敢直视陌生人了，也

曾多次到茨芭镇区玩。

李小娜今年 45岁，是茨芭镇华善

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也是创始人之

一。2020年 12月，她获得郏县县委宣

传部、县文明委授予的“最美志愿者”

称号，华善公益组织同时获得“郏县最

佳服务组织”称号。

2018 年 10 月，李小娜在茨芭镇区开

了一家店，除了经营家具家电外，还经常

做淘宝直播，帮助周边村民带货。茨芭

镇是山区，离县城远，最远的村到镇区需

要 1个小时的路程。这里的庄稼大多望

天收，村民收入普遍偏低，李小娜经常保

本销售。有时候看到捉襟见肘的乡亲，

她哪怕赔钱也会卖。她的客户遍布全镇

41个建制村 105个自然村。

2019 年 6 月的一天，管心付到李小

娜的店里买空调扇，因为钱不够，看了又

看仍然没有买。他正要离开时，李小娜

拦住了他。

李小娜询问后得知，管心付的妻子

20多年前干农活时被雷电击中去世，之

后，大儿子管某辉患了自闭症。可能因

为每天不出门活动，管某辉又患上了腿

疾，一到夏天双腿就出现腐烂症状、流难

闻的液体，所以家里特别需要空调扇。

二儿子患有尿毒症，在外地边打工边治

疗。听到这些，李小娜要把空调扇免费

送给他。老人执意不要，李小娜只好留

下 200元。

第二天，李小娜带着食品到管心付

家走访。李小娜记得很清楚，第一次走

访时，管某辉很怕人，把门关得紧紧的。

在父亲劝说 20 多分钟后，他才开门，但

是表情冷漠，眼神无光，也不说话。他的

个人卫生状况不好，身上和卧室很难

闻。第三天，李小娜又来了，带来了洗发

水、毛巾、牙刷、牙膏等。这一次，李小娜

要给管某辉洗头，他竟然同意了。

随后每隔三五天，李小娜等人就来

一趟。如今，管某辉有笑容了，面对陌生

人不再胆怯，也学会了洗脸、刷牙。

其实，李小娜 2018 年初就已经悄悄

地帮扶了几位老人，那天遇到管心付，她

扶危济困的念头彻底被激发。当天她就

召集几个从事农业种植的伙计商议，大家

一拍即合，决定成立爱心团队。

2019 年 6 月，以李小娜、张亚可、高

纪锋、王飞、屠高磊 5人为骨干的郏县第

一个民间爱心团队——茨芭镇华善公益

成立了，团队名字意为发扬中华民族的

善举。

爱人者人恒爱之。当地爱心人士听

说他们的事迹后，纷纷要求加入公益团

队。2019 年底，团队由原来的 5 个人增

加到了 50 多人，他们有开超市的、卖油

的、卖面条的、卖水泥的、卖馒头的、理发

的、养鸡的、卖早餐的。遇到需要救助的

对象，大家就有啥捐啥、缺啥买啥。

之后李小娜建了一个微信公益群，

开启了日行一善的募捐活动，由张亚可

任会计。一块两块不嫌少，十块八块都

是爱，最终，涓涓细流汇成了大海。

做 公 益 看 起 来 容 易 ，做 起 来 却 很

难。资金怎么来？时间咋保证？怎样才

能够持续？

他们5人都不富裕，公益团队成立之

初，每人每月捐款500元，各自带点家里的

水果、食物，再购买一些大米、挂面、食用油

等，开始了长达 1个月的摸底调查。李小

娜把店里的生意交给了父亲照管。

要帮就帮真贫，要扶就扶真穷。他

们一有空就去村里，中午就着纯净水啃

几袋自带的方便面。山路崎岖难走，下

雨时车经常会陷进淤泥里，他们就挽起

裤管在后面推着走。1 个月后，他们选

择了十几户较为困难的家庭作为长期

资助对象。

走访时，很多人以为他们是骗子或

者作秀，面对询问很多人不肯说实话。

后来去的次数多了，他们取得了乡亲们

的信任，一些村干部也加入了他们的团

队。遇到救助对象，大家就临时捐款。

姚某庆是齐村村民，2019年 11月，他

50多岁的大哥突发脑溢血住院。大哥是

单身，正在福建打工的姚某庆立即带着

妻子和不到 1周岁的儿子赶回。他把妻

儿留在家里，日夜陪护在哥哥身边。然

而，祸不单行，当年 12 月 9 日，哥哥还未

出院，他的妻子也突发脑溢血被送进重

症监护室。妻子病情严重，哥哥没有苏

醒，儿子嗷嗷待哺，姚某庆欲哭无泪。听

说姚某庆的遭遇后，李小娜一行带着奶

粉、大米、挂面、鸡蛋、儿童服装和 2000

元善款来到他家，一向坚强的男子顿时

热泪盈眶。

茨芭镇东庄村村民刘某霞丈夫去

世，女儿读高中，儿子上初中，自己患有

高血压和肾炎，6 年前还做了乳腺癌手

术，生活艰难。2020 年 7 月的一天，在

连续阴雨天后她家房上的一根椽子掉

落下来。望着满地的碎瓦烂泥，刘某霞

很无助。当天刚好李小娜一行来走访，

她当即拍图发到群里，号召大家捐款，

不到两天，4000多元捐款到位。李小娜

一行请来施工人员，为 4 间房顶安装了

彩钢瓦。

2021年夏季的洪水给我省多地造成

了灾害。7 月 21日，李小娜刷了 4000 元

的信用卡，加上团队捐款，购买了 120 箱

方便面、100件纯净水、57桶米粉、100条

夏凉被，还有儿童毛毯等，和团队一行 20

人分乘 4 辆汽车，直奔辉县市云门西镇

西木庄村。在去辉县的路上，群里成员

又捐款 2500元，但是因为没有设备无法

参与救援，当天夜里他们捐赠款物后就

返回了。7 月 23 日，她和团队的志愿者

又驾着 3 辆满载物资的汽车，直奔扶沟

县曹里乡彭庄小学。他们带的 100 箱饮

料、50 箱饼干、20 箱方便面、10 箱火腿

肠、3 大筐蒸馍和 15 公斤卫生纸解了群

众的燃眉之急。

2021年 10 月上旬，山西省隰县和灵

石县发生洪灾。11 日上午，团队购买了

军大衣和羽绒服。12 日凌晨 3 点，李小

娜带队直奔灵石县梁家墕乡岩村。当

他们把食物送到村民手上时，村民说：

“感谢河南好人，我们忘不了平顶山人

的帮助。”

“很多朋友都说我不是做生意的料，

因为我总是倒贴钱。但是我很开心，因

为他们用最少的钱买到了高品质的家

电。”李小娜说。

但是，李小娜也“赚”了很多金钱买

不到的。几年来，他们帮扶的村民有 300

多人，其中很多是五保户、低保户、孤

儿。在李小娜团队的鼓励和帮助下，孤

儿变得阳光了，成绩也有了进步；五保户

变勤快了，主动参与村里的卫生打扫；庄

稼收获时，村民带着花生、玉米穗、红薯干

等送过来。最令她感动的是，2020年冬

天，听说她感冒了，一位老人从空山洞村

步行20余里到镇区给她送来了中草药。

因为做公益，李小娜和郏县民政局

负责慈善工作的刘莉莉成了好朋友。刘

莉莉曾经给她发微信说：“你上有老下有

小的，生意不赚钱，还能把公益做得那么

好。我非常担心你！非常心疼你！希望

你放慢些脚步。”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

之俱黑。我选择了公益路，不后悔也不

会退缩。”李小娜说。

（本报记者 张鸿雨）

“赚”到了金钱买不到的

帮贫扶困救助灾区

从5个人到50多个人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

在涅，与之俱黑。我选择了公益

路，不后悔也不会退缩。”

——李小娜

李小娜，郏县茨芭镇华善公

益组织负责人。2020年 12月，

她获得郏县县委宣传部、县文明

委授予的“最美志愿者”称号，华

善公益组织同时获得“郏县最佳

服务组织”称号。

1 月 25 日，李小娜看望管村困难

老党员李朝。 本报记者 张鸿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