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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您来了，慢点走，我扶您。”7月

13 日上午 8 点 30 分，在市区启蒙路“张

学满理发店”里，82岁的梁奶奶颤颤巍

巍地走上台阶打开店门，53岁的张学满

赶紧上前迎接。

“每个月我都来理发，已经 20 年

了，她经常去我们社区给老人免费理

发。”梁奶奶说，之前这个理发店在光

明路水厂附近，后来搬到了启蒙路，自

己已经习惯了让张学满理发，就没换

过地方。

这是一间非常普通的理发店，门头

和玻璃上赫然写着几个大字：“环卫工、

军人免费理发。”店内摆着三张沙发，理

发区域只有二十几平方米。

张学满 1969年出生在湖北，家里兄

妹十人她排行第八。1985年，16岁的张

学满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来到平顶

山，一边给开理发店的四姐带孩子，一

边学习理发手艺。1994年，在婆婆的支

持下，张学满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理发

店。

从 1998 年起，张学满开始义务理

发，并力所能及地帮助身边有困难的

人，这一坚持就是 24年。

哪里有需要就去哪里

1998年 3月，一位男顾客走进张学

满的理发店。“你的头发这么长了，怎么

不早点来？”张学满边仔细地给顾客修

剪头发边问。

“我出车祸住院了 3 个月，没有理

发师愿意去医院服务，只能一直留着

了。”男顾客答道。

张 学 满 听 后 毫 不 犹 豫 地 说 ：“ 那

里还有人需要理发吗？我可以去，不

收费。”

次日一大早，她把 1岁半的孩子托

付给婆婆照顾，便去了平煤神马医疗集

团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骨科病房：

“谁需要理发？我给大家免费理发。”

“天下哪有免费的午餐，肯定是骗

子。”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着。

“我需要理发。”一个熟悉的声音从

人群中传来，原来是张学满的老顾客，

他正好也在住院。其他病人看到是真

的，也陆陆续续来理发了。

从那以后，张学满穿梭在市区的医

院。几乎每家医院都有她的联系方式，

只要有人需要，她就上门免费服务。

市第一人民医院检验科副主任姚

舒克说：“她已经为我们医院的病人义

务理发 20多年了。”

不仅在医院，在社区、养老院和一

些残疾人、年龄大的老人家里，都有她

忙碌的身影。

提起张学满，家住平顶山燃气公司

家属院的于奶奶满是感激：“不光我说

她好，我们全院的居民都说她好。俺

家住在六楼，我爱人老范在世的时候，

她一个月 至 少 两 次 上 门 给 他 刮 脸 理

发。她每次来还会给门卫和院里其

他老人服务。”于奶奶和范爷爷以前

常在张学满的店里理发，后来年龄大

了，没有电梯也下不了楼，就请张学满

到家里帮忙理发。老两口的孩子都在

外地，张学满看了很心疼，便说：“以

后我就是您的闺女，有啥事随时给我

打电话。”说着，把自己的电话写在纸

上塞给老两口。

2021年 5月，范爷爷突发高烧住进

医院，儿女一时不能回来照顾，张学满

便按时按点给老两口送饭。5 月 13 日

晚上，范爷爷去世，张学满一边安慰于

奶奶，一边给丈夫路金龙打电话：“你快

来，范大爷去世了，你快来帮忙……”

正在睡梦中的路金龙赶紧起来，慌

慌张张跑到医院，和张学满一起把范爷

爷的后事办了。

次日，于奶奶的儿女从外地赶回

来，拉着张学满的手一直说谢谢：“多亏

你照顾，太感谢了。”

“直到现在，她还总是拎着吃的喝

的来看我，给我和小区的老年人理发，

我已经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于奶

奶说。

有些残疾人不能坐，张学满就站在

沙发上给他们理发；很多老年人下不了

楼，张学满干脆上门服务……久而久

之，大家都知道鹰城有个“活雷锋”叫张

学满。

慷慨解囊 扶危济困

2021年 7月，总医院医生给张学满

打电话：“请来医院给一个烧伤的病号

理理发吧！”张学满赶到医院，看着满身

缠着纱布的病人，心里很不是滋味。烧

伤病人是宝丰县前营乡的刘永辉，去邻

居家帮忙修液化气罐时液化气突然爆

炸，烧伤面积达 85%。

理发后，张学满给刘永辉的妻子

刘向飞留了联系方式，说有啥困难就

找她。

当天夜里 11点，刘向飞给张学满发

了微信：“姐，休息了吗？我们实在没钱

了，能不能帮帮我们，真的不好意思。”

“你把烧伤诊断书和照片发给我，

我看能不能让水滴筹帮忙。”由于之前

帮助过烧伤家庭，张学满比较有经验，

通 过 水 滴 筹 给 刘 永 辉 筹 到 了 6 万 多

元。但手术费需要几十万元，这还远

远不够。

7月 20日下午，张学满又去给即将

做手术的刘永辉理发，临走时不放心，

就去缴费处查了刘永辉的账户余额，仅

剩 1000 多元。这可怎么办？张学满犯

了难，当时她还在还儿子出国留学的贷

款和向亲戚朋友借的钱，犹豫了一分

钟，她果断拿出信用卡，给他们交了

5000元手术费。

“ 我 看 余 额 不 多 了 ，给 你 们 交 了

5000 元。我还有事先走了，过几天来

看你们。”张学满刚挂断电话，刘向飞

从楼上飞奔下来，嚎啕大哭起来：“姐，

我 不 能 再 要 你 的 钱 ，你 帮 我 的 够 多

了。”在张学满的再三劝说下，刘向飞收

下了这笔钱。

2021年底，张学满给刘向飞打电话

询问情况：“快过年了，你那边咋样？”

“不是太好。虽然手术做完了，但

人还没完全恢复，我得照顾他，工作不

了，还得还贷款，家里还有三个孩子。”

电话那头，刘向飞有些沮丧。

挂了电话，张学满给刘向飞转了

2000元：“快过年了，你先用着。”之后，

张学满又时不时转钱帮助他们。

“学满姐隔一段时间就会打电话问

我情况。有一次我说，你家里也得生活

不要再给我钱了，但她总说我比较困难

让我收下。”刘向飞哽咽着说。

不论事情大小，只要遇见有人有困

难，张学满就上前帮忙。2017 年 9 月，

张学满路过市区体育路菜市场，看到有

人晕倒，就主动上前帮忙，直到 120把人

拉走。2021 年 7 月 20 日，平顶山下暴

雨，很多市民被困在路边回不了家，一

小时内，张学满来来回回送了四个人，

从开源路涵洞桥返回时电车没电了，她

推着车回到店里，全身都湿透了。2022

年 2 月 23 日晚上 11 点，她在下班回家

的路上看到市区体育路与曙光街交叉

口一栋家属楼上着火了，赶紧拨打报

警电话……

她这么一个对别人慷慨的人，8 年

来没给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

收到感谢 成为榜样

“你是一个勤劳的人，你有一颗善

良的心，给不方便的人送方便，给老年

人送温馨，世上的人不会轻易忘记你，

但愿世上有更多像你这样的人。”这是

2015年在总医院肿瘤科，85岁的刘大爷

写下的。

在张学满理发店里，摆放着几本

厚厚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

理发者的留言。

每 次 翻 看 ，张 学 满 都 深 有 感 触 ：

“我何德何能，受到这么高的评价。”

但是也正是这些话，激励着她坚持做

公益。

说起张学满，83 岁老人张蕴昌连

连称赞：“她是好人啊！我瘫痪了二

十几年，多亏学满上门帮我理发，有

时 候 不 喊 她 ，她 自 己 就 来 了 ，谢 谢

她！她的精神给了我继续生活下去的

勇气。”

2005 年 3 月，张学满被评为“市三

八红旗手”；2006 年 5 月，她被评为“市

劳动模范”；2013 年，她被评为“鹰城雷

锋”……

“看到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我也

很开心。漫漫公益路，我会陪她一起走

下去。”丈夫路金龙全力支持张学满的

公益事业，只要有时间就会接送她。

13 岁的小女儿路致尧也被妈妈的

善举感染了，总是拿出自己的零花钱去

帮助有困难的人：“妈妈是我的榜样，我

要向她学习。”

张学满曾在日记中写道：“追求物

质生活，千万不能忘记了精神追求。社

会的文明大厦是靠一砖一石砌起来的，

是靠每个人一点一滴做起来的。”截至

目前，她已经义务理发 7.6万余人次，捐

款 10万余元。“只要有能力，我还会一直

帮下去。”张学满坚定地说。

（本报记者 王亚楠）

好人张学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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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 ，雅 安 市 石 棉 县 七 一 中

学 十 多 名 男 生 推 着 一 名 坐 轮 椅

的 同 学 围 着 操 场 跑 步 的 网 络 视

频火了。

坐 在 轮 椅 上 的 是 九 年 级 的

李 开 彝 ，因 患 有 脊 髓 性 肌 萎 缩

症，不得不与轮椅为伴。跟在他

身边的，是同班的 18 名男生。毕

业了，他们想送给李开彝一份特

别的礼物，弥补他不能上体育课

的缺憾。

于 是 ，有 人 推 轮 椅 ，有 人“ 护

航”，还有女生在旁边加油，一群风

一样的少年在炎炎烈日下把爱心

和友谊、欢笑与汗水留在操场上。

这是很小的一件事，但 19 名

男 生 用 纯 真 和 善 意 成 就 了 彼 此

一生难忘的记忆。

其 实 ，很 多 时 候 ，我 们 能 想

起 来 的 温 情 时 刻 多 是 这 样 的 小

事 ，摔 倒 后 的 搀 扶 ，生 病 时 的 送

医 ，大 雨 中 的 撑 伞 ，丢 失 后 的 归

还，疫情隔离期间的帮助买菜买

药 …… 还 有 本 报“ 微 心 愿 ”发 出

后得到的关注、关切和回应。也

许 是 一 套 书 ，也 许 是 一 箱 纸 尿

裤 ，也 许 是 一 个 新 书 包 ，对 很 多

人来说可能是一件小事，但对他

们来说就是温暖一生的光。

不 久 前 ，B 站 举 办 了 一 场 毕

业 音 乐 会 ，中 国 政 法 大 学 教 授 、

UP 主 罗 翔 开 场 致 辞 。 罗 老 师 强

调良善的价值，“只有良善，才能

让 我 们 自 洽 …… 面 对 生 活 中 无

法 掌 控 的 明 天 ”。“ 真 正 的 勇 敢 ，

其实是对良善的坚持。”

人 生 的 道 路 上 ，无 论 你 多 么

奋进向上、自信坚强，总有难以独

自到达的地方，需要相互扶持的

家人朋友，也需要陌生人施与的

善意。让我们不要忽视在点滴小

事上追求良善，为他人为自己。

何 况 ，爱 不 但 会 发 光 ，而 且

会 被 看 到 、被 认 可 、被 传 递 。 前

面 的 故 事 有 个 更 美 丽 的 结 局 ，19

名 男 生 获 得 1 万 元 阿 里 巴 巴 天

天正能量特别奖奖金，他们把钱

捐给了学校，鼓励学弟学妹继续

心怀善意。

相 信“ 善 良 的 力 量 ”，相 信

“ 相 信 的 力 量 ”。 当 人 人 皆 为 小

善，则小善可成大善。

愿人人皆为小善
楚让蕊

张学满为 75岁环卫工李风英免费理发 本报记者 王亚楠 摄

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缘分是十万

分之一，那就是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与非

血亲的人配型成功。我市湛河区南环

路街道河滨社区党务工作者刘明等待

了 10年，终于等来了这种缘分。

7月 13日上午，刘明躺在河南省肿

瘤医院的造血干细胞分离机旁，经过 4

个多小时的采集，成功为一名血液病男

童捐献了“生命种子”，成为河南省第

1127例、平顶山市第 57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

刘明今年 39 岁，2005 年大学毕业

后先是在叶县常村镇工作，2010年到湛

河区南环路街道河滨社区工作。

2011 年 10 月 29 日，刘明在上班路

上看到市红十字会在街头举行造血干

细胞志愿者血样采集活动。了解捐献

相关知识之后，曾经多次献血的刘明当

即捐献了血样，成为中国捐献造血干细

胞资料库的志愿者。没想到，救人的愿

望许下之后一等就是 10年。

2021 年 11 月，刘明接到通知，他与

一名血液病患者初配型成功。当时，市

红十字会工作人员问他是否愿意捐献，

他丝毫没有犹豫就答应了。随后的高

分辨等位分型检测和体检，表明他符合

捐献条件。为以最佳的身体状态完成

捐献，从今年 5月开始，他通过健步走、

游泳等方式加强锻炼，并且戒烟戒酒。

今年 7 月 8 日上午，一场简短又不

失热烈的欢送会在湛河区南环路街道

河滨社区办公楼前举行，市红十字会的

工作人员、刘明的家人及同事一起为他

的大爱善举点赞加油，纷纷送上敬意和

祝福。在仪式现场，刘明激动地说：“10

年才等来这样一次珍贵的机会，能去挽

救他人的生命，我感到无比的幸运和自

豪。”

刘明的母亲、妻子和 2岁的小儿子

一起赶来为他加油打气。

刘明的母亲宋艳萍说：“刚开始知

道这个事的时候不太理解，还是有一些

顾虑和紧张的，担心会影响到儿子的身

体健康。儿子天天给我做工作，说这是

为了挽救一个鲜活的生命，是很有意义

的。不管怎么说，这也是好事，我应该

鼓励他、支持他。”

当日上午 9点多，在众人的祝福声

中，刘明在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

下踏上了爱心之旅。

根据省红十字会的安排，刘明的捐

献在河南省肿瘤医院进行。连续 4 天

注射动员剂后，刘明骨髓里的造血干细

胞被大量动员至外周血液中，一切准备

就绪。7月 13日上午 8点 40分，医护人

员在刘明的胳膊上扎针，将其血管与造

血干细胞分离机相连，通过外周血采集

方式开始采集造血干细胞。

几天来，我市第 18例造血干细胞捐

献者曾天生一直在郑州陪同刘明捐

献。他说，捐献过程很顺利，至中午 1时

许，刘明成功捐献出饱含“生命种子”的

造血干细胞悬浮液 243毫升。

医生说，243 毫升已经算是捐献者

能够捐献的最大量了，因为患者体重较

大，为了保证移植成功，需要的造血干

细胞较平常要多一些。“我没事，只要能

保证患者够用就好。”刘明在床上躺了 4

个多小时配合捐献。

捐献过程中，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

赶到现场，对刘明表示慰问，并为其颁

发了证书。

患者是一名 10岁男童，正在郑州一

家医院等待着刘明的“生命种子”。前

来取造血干细胞的医护人员带来了患

者父亲写的一封感谢信：“是您给了孩

子第二次生命，给了我们全家希望，无

法用言语来表达对您的感激之情。我

要教导孩子，以您为榜样，好好学习，努

力回报社会，做一个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的人。由于孩子体重的原因，让您付出

了那么多，深表歉意……”

捐献结束后，刘明如释重负。他高

兴地说：“听说下午 3点，造血干细胞就

开始输注到小患者体内。唯愿移植手

术成功，小患者能够早日康复！”

（本报记者 王春霞）

十万分之一的缘分
——我市刘明捐献造血干细胞记

刘明捐献造血干细胞后在采集室

留影 本报记者 王春霞 摄

本报讯 （记者王亚楠）“我很

心疼孩子，她自从得了白血病几乎

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7 月 11日，

市民赵杰说，女儿依依 2020年 7月

16 日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

病，看病两年来花销巨大。最近，

孩子化疗后出现感染引起发烧又

住进了市第一人民医院新院区。

“孩子很懂事，从来不问我们要东

西，最近住院可能太孤单了，她说

想要一个艾莎娃娃。”

依依今年 6岁，得病后第一年

在医院接受治疗，今年偶尔能回家

休养，至今没有上学。赵杰说，第

一年每次化疗后依依反应都很强

烈，经常整夜睡不着觉。依依目前

处于化疗后期，病情稳定，明年就

可以入学了。

赵杰双腿残疾，父母年迈身体

不好，妻子因为孩子生病压力大患

上抑郁症，一家五口人住在刚刚分

配的安置房里，靠低保金维持生

活。依依生病后，赵杰辞去了手机

修理工作，和妻子一起照顾孩子，

“就算倾家荡产，也要给孩子治病。

我们之前已经被多家媒体报道过，

得到过捐助，心里很感激。”赵杰说。

如果有爱心组织和爱心人士

愿意帮助依依完成心愿，可与我们

联系，联系电话：18537581776。

白血病女孩想要一个艾莎娃娃

本报讯 （记者杨岸萌）“好看，

开心，谢谢！”7月 9日傍晚，收到记

者代市民李先生送过来的玩具，听

障儿欣欣（化名）一边含糊不清地

说着谢谢，一边翘起了大拇指。

4 岁多的欣欣是一名听障儿

童，来自叶县农村，因为家庭经济

原因，3 岁多时父母才开始给她做

康复治疗。欣欣想要一些玩具。

7月 1日本报报道了此事。次

日，在市发改委工作的李先生联系

记者，表示愿意帮助欣欣，给她买

一些玩具：“看到欣欣的情况，我感

觉挺心酸的。我愿意帮助她完成

这个微小的心愿，希望她能开心一

点。”李先生给欣欣买了投影绘画

桌、积木、贴纸、水枪等玩具。

拿着五颜六色的贴纸，欣欣开

心地笑了。看到女儿的笑容，妈妈

连声感谢：“请你把我的谢意带给

好心人，也感谢《平顶山日报》牵

线！谢谢你们！”

听障儿童收到玩具很开心

本报讯 （记 者 闫 增 旗）“ 谢

谢！感谢大家对郭红卫的关爱。”7

月 11日下午，接到单位领导再次送

来的 3200 元爱心款后，在宝丰县

铁路医院接受治疗的石龙区工信

局职工李跃伟感激不已。

今 年 48 岁 的 李 跃 伟 尽 管 家

境 不 富 裕 ，但 是 多 年 来 乐 善 好

施 ，资 助 了 多 名 困 难 学 子 、孤 寡

老人。2020 年 6 月 5 日，患有糖

尿病的李跃伟住院检查时被诊断

为尿毒症。李跃伟需靠长期透析

维持生命，已花费 30 余万元。李

跃伟的母亲患有高血压、冠心病

等 ，父 亲 身 体 也 不 好 ，为 治 病 已

花光积蓄。

为帮助李跃伟，石龙区工信局

多方募集善款。截至目前，该局已

为其筹措善款 8万余元，并及时转

送到李跃伟手中。

爱心捐款情暖患病职工

7 月 13 日上午，平顶山海豚救

援队队员陈学敏在指导儿童学习

心肺复苏操作。当天，白鹭洲国家

城市湿地公园联合平顶山海豚救

援队在园内举行“暑期防溺水安全

教育”活动，通过提问和体验的方

式，为少年儿童普及防溺水、自救

互救知识。本报记者 王亚楠 摄

暑期防溺水 安全不“放假”

人物名片

追求物质生活，千万不能忘

记了精神追求。社会的文明大

厦是靠一砖一石砌起来的，是靠

每个人一点一滴做起来的。

——张学满

张学满是一位普通的理发

师。24年来，她义务给军人、老

人、病人和残疾人等理发 7.6 万

余人次，捐款 10万余元，先后被

评为市“三八红旗手”“劳动模

范”“鹰城雷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