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王亚楠）18 岁少年

王铁成在身患白血病的情况下，今年

坚持参加高考，考入了新疆农业大

学。8 月 12 日上午，在建设路东段的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公司，公司经理王

玉具将员工捐的 1000 元钱递给王铁

成的母亲刘晓娜。“感谢你们，我没来

多久，就给大家添了这么多麻烦。”刘

晓娜的手颤抖着接过捐款，早已泣不

成声。

刘晓娜和丈夫王万全是南阳市

邓州市人，2003 年来平顶山市区打

工。刘晓娜今年 3 月到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公司当营销员，王万全目前是

市区一家物业公司的保安。夫妻两人

带着一儿一女，租住在长青路五彩小区

附近。

今年 3 月初，王铁成突然感觉腰椎

疼，浑身没劲儿，还流鼻血，4月初，经过

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急性 B 淋巴细胞白

血病。王铁成说，虽然生病了，但是自己

不想耽误学习，就在家边治疗边学习。

高考结束后，王铁成住进市第一人民

医院治疗。因为没钱进行后续治疗，7 月

底，王铁成在父亲的陪伴下回到老家邓州

市的一家县医院治疗，刘晓娜说那里的开

销会少一些。

王玉具知悉情况后，在 8月 12日的晨

会上号召大家捐款，帮刘晓娜一家渡过难

关。50元、100元……在场员工积极参与，

共捐款 1000元。“她家确实比较困难，我们

会持续关注她家的情况，不定时提供帮

助。”王玉具说。

困难家庭准大学生获爱心企业捐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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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公益，一个人的力量是有

限的，汇聚众人力量才能让公益

之路越走越宽。这是中国平煤神

马九矿职工、志愿者苗国青的话。

确实，公益需要个人的坚持，

更需要全社会的参与。

你是医生，可以为市民义诊，

但遇到需要修理家电的、理发的，

你可能无能为力；你是 O 型血，

坚持无偿献血多年，但遇到急需

熊猫血的患者，你无能为力；你能

捐助一个学生，但遇到十名、百名

困境儿童，你无能为力。只有把

志愿服务理念弘扬出去，让更多

的人加入，公益才能行稳致远。

把 公 益 做 宽 ，需 要 扩 大 宣

传。赶集会，跑社区，进村庄，发

抖音，做直播，无论传统的宣教还

是现代的宣教，公益要高调，让大

家去了解和理解，唤醒公众意识。

把 公 益 做 宽 ，需 要 专 业 力

量。扶贫救弱、环保清洁、关爱老

兵是公益，心理疏导、法律援助、

保护动物、紧急救援也是公益。

公益已经渗透生活的方方面面，

有些事非专业无法完成，有专业

的机构运营，有凝聚专家学者、技

能人才的团队才能拓展公益的覆盖

面。4 年来，我市律师刘钊从青藏高

原转战云贵高原，奔波在法律援助

的路上，每到一个地方，他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抓紧培养当地的法律援助

律师，更多专业力量的加入让法律

援助接力延续。

把 公 益 做 宽 ，需 要 社 会 的 认

可。一句感谢的话，一面锦旗，一个

证书，都是对志愿者的鼓励，是他们

继续下去的动力。对于刘钊提供的

法律帮助，当地群众心怀感激，几年

下来他收到的哈达就有 100 多条，这

份感激让刘钊始终怀揣法治梦想。

把公益做宽，还需要政府、企业

的支持；需要透明公开，开设第三方

监督；需要以全新视角正视公益发展

过程中面临的社会与商业属性冲突

等问题；需要线上线下结合，开展有

创意的活动，让公益有趣有吸引力。

…………

公益不是一个人做很多，而是

每个人做一点，涓滴细流最终会汇

成爱的海洋。希望更多人加入公益

的队伍，让发自内心的向上、向善、

向美的力量成为大众共享的力量，

并一步步化育为社会成果。

凝聚力量 做宽公益
楚让蕊

8月 8日早上 4点多，叶县城区居

民马小红、张福梅等人起床洗漱后，来

到位于广安路南段免费爱心粥店生火

熬粥、做菜；约十几分钟后，董朵、马建

伟、陈海霞等人陆续也来了，择菜、炒

菜、熬粥，做完一锅后倒进桶里再炒再

熬……

6 点多，他们将店面内外打扫擦

拭干净，穿上红马甲，像往常一样庄重

宣誓：我自愿做一名志愿者……

程占军师傅也将 6大笼馒头拉了

过来。

店外天已大亮，迎来了环卫工人

和一些老人，他们自觉排成两队。

6 点半，志愿者或维持秩序提醒

大家戴好口罩，或给大家盛汤盛菜，再

送上两个馒头……

这 是 叶 县 爱 心 粥 发 放 的 情 形 。

2016年 8月 1日开业至今，爱心粥店从

蹒跚起步，到历久弥坚。6年来，播爱

路上，粥香如故。

就想让环卫工一大早吃
上热饭、热馍和热菜

“没想那么多，就想着能让环卫工

一大早吃上热饭、热馍和热菜。”回忆

起爱心粥店开办的初衷，董朵平静地

说。

董朵今年 60岁，是爱心粥的发起

人，家住叶县县城。她说，环卫工人一

早就起来，在马路上默默工作着。他

们年纪比较大，60 岁以上的居多，因

为起得早吃不上饭，常常倚在树下或

者蹲在马路旁喝凉水啃硬馍。有一次

下大雨，一位 60多岁的环卫工的三轮

车链子断了，老人在布满大坑小坑的

路面上艰难推车。她就忍不住上前帮

着推。“当时，我看见了挂在三轮车上

的凉馍凉水……”董朵说，这一幕深深

地刺激了她。

“姐妹们，咱们给环卫工人做碗热

菜热汤吧。”2016年的一天，董朵忍不

住说出了这一想法。此举很快得到了

响应，张福梅、陈兰英等人不但加入还

凑了近万元的启动资金。

他们在叶廉路上租了一家店，仅

一年房租就近万元，用董朵的话来说，

交完房租就没剩多少钱了。爱心路上

好人多。房东了解情况后马上给予优

惠，还同意分期交租金；买餐具时，商

家一听是做爱心粥的，就先赊给她们

一套。

一切就绪后，姐妹们从家里带来

了米、油、菜。2016年 8月 1日，免费爱

心粥店开张。

董朵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她们做

了 60人的饭、菜，买了 60对馍；

第二天，人数增加到 100多人；

第三天，人数达到 150多人；

很快，又超过 200人；

…………

除了环卫工人，附近的老人们也

来了。

6 年来，他们共免费奉粥 60 多万

碗、馒头包子 60 多万个，直接受益 30

多万人次。

成立叶县爱心慈善协
会，确保爱心粥持续做下去

随着就餐人数的增多，志愿者也

随之多了起来。

志愿者尚红召说，爱心粥店刚开

业没几天，他就加入了志愿者队伍。

他原来在广东打工，担任一家公司销

售部负责人时就参加过当地的志愿者

活动，如今是本地一家保险公司的业

务员。

随着志愿者队伍的壮大以及爱心

粥受益人数的增多，如何管理、经营成

为摆在董朵等人面前的难题。这时，

县妇联伸出援助之手。2016年 10月 8

日，由董朵任会长、归属叶县妇联的叶

县爱心慈善协会由叶县民政局批准成

立。董朵说，这为爱心粥能持续做下

去提供了有力保障。

董朵说，好事得做好，不能是一阵

风。他们通过协会制定志愿者章程，

还制定了相关的组织活动章程，确定

爱心粥店的性质、员工身份等。

这 份 章 程 很 特 殊 ：特 殊 在 工

作人员——老板和服务人员全部都是

志愿者，没有工资，不计报酬；不管是

刮风下雨、春夏秋冬，日不间断，无私

奉献，6点 30分准时开门迎“客”奉粥；

饭菜坚决不收一分钱。

特殊在顾客——前来就餐的是环

卫工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残疾智

障人员及需要帮助的拾荒者等困难群

体。

在项目规范管理中，还有科学设

计菜谱、搭配营养；财务透明，接受社

会监督；建立志愿者数据库，确保志愿

服务持续有效……

“一切清清楚楚、规规范范，我们

确认做的是好事儿，能做长久。”41岁

的志愿者徐贵佑说。去年，她走过爱

心粥店门口看到环卫工人及老人领饭

的情形，特意又转身走了回来，获悉确

实是免费领粥后，当即就了 200元钱，

不久又加入志愿者行列。受徐贵佑的

影响，开货车的丈夫也加入了志愿者

队伍。

如今，志愿者已有 30多人。“有了

这个平台，生活中也就有了事儿做，总

比赖在牌场上好得多。”志愿者闫红伟

说。他从化肥厂退休后有了大把的时

间，打牌伤身还伤和气，来这里服务，

既锻炼了身体，又找到了生活的支撑。

每年寒暑假，从事志愿服务的还

有一些大学生及中学生……

截至目前，爱心粥店开展志愿服

务已有两万多人次。

政府和组织给予支持，
众多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当天，在爱心粥发放现场，还有

一位志愿者在认真登记，每名领粥

者都要报上姓名。“我们接受社会监

督 ，让 捐 赠 者 清 楚 钱 物 的 收 支 明

细。”董朵说。

发起人董朵，一位在家带孩子的

农村妇女；志愿者孟跃青，做小生意；

志愿者陈海霞，小学老师……志愿者

来自各行各业。

“从爱心粥店开办之日起至今，社

会上质疑不断。”董朵回忆道。开办之

初，有人说是几个“官太太”或者“大款

婆”一时兴起办的，甚至有人与她们打

赌：如果能坚持 3个月，愿意头朝下走

路……

“爱心粥也确实停过 3 个月。”董

朵坦诚地说。由于志愿者来自基层，

没有太多的积蓄，社会捐助资金少，爱

心粥不得不停了下来。然而，看到环

卫工及老人们期待的眼神，通过努力，

他们咬着牙又重新开张，一直坚持到

现在。

今年端午节，叶县县委副书记田

红霞带着工会等部门负责人来到爱心

粥店，与大家一起发粽子、盛八宝粥、

分油条包子……她还代表党和政府送

来 3万元钱和物资。

天道酬勤。志愿者们的爱心越来

越被社会认可。

党和政府最先伸出了援手，并给

予高度支持。

早在免费爱心粥店开办的第四

天，该县妇联负责人就来“站台”；民政

部门帮助他们筹建叶县爱心慈善协

会，便于接纳社会多方的捐助。

2020年腊八节，叶县四大班子领

导来到店里，为环卫工和老人盛粥打

菜，并送来数万元现金和慰问品。

叶县政府每年资助 10万元；

叶县慈善协会连续 3 年每年捐 5

万元；

阳光朗洁公司连续 3 年每年捐 1

万元；

叶县中医院连续两年每年捐 1万

元；

…………

众多的社会爱心人士也纷纷伸出

援手：

王铁民每年拿出 2万元；

赵建业每年拿出 1万元；

贺克每月初一和十五分别送来 50

公斤大米、25公斤小米、25公斤八宝粥

和 10公斤油；

上个月，邓李乡邓李村村民邓要春

捐赠了 500公斤的纯红薯粉条，并表示

今后还愿意继续支持；

70 多岁行动不便的李建林老人既

是爱心粥的受益者也是奉献者，他弯着

腰将捡来的垃圾变成钱后时不时捐出

十块二十块。

还有更多不愿意留名字的，丢下钱

和物就走。董朵感慨地说，捐款捐物过

程中，他们或者戴个大口罩，始终不愿

意摘下来；或者围个大围巾，连脸都露

不出来。“走到街上打个照面，也认不出

来。”

在志愿者微信群里，几乎每天都有

人向账户发红包……

如今，每年爱心粥的费用达 30 多

万元，全部靠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援助。

期待更多人伸手，共同捧
稳爱心粥

当天，志愿者们除了给排队的环卫

工和老人们发粥打菜外，还将打好的饭

菜送到路边甚至附近的马路边。原来，

这些粥是送给行动不便的老人的，他们

或坐着轮椅，或由老伴儿开着电动车来

的，因行动不便（或停车不便），志愿者

就拿着他们的碗打好后再送到车上。

李翻身就是其中之一，早已成了爱

心粥的常客。每天，他用不灵便的手推

着轮椅来到这里。志愿者一见到他，就

马上打好饭菜送给他。

“虽然每年能收到 30 多万元善款，

但仍然不足。”董朵说，米、面、油等年

年上涨，使得爱心粥店经营越发困难。

“前两天，董大姐咬咬牙给我们买

了藿香正气水。”徐贵佑说。原来，协会

对非经营性支出一再压缩，但是，前几

天温度达 40 摄氏度，志愿者的衣服就

像水洗过一样，害怕志愿者出现意外，

他们才破例购置了部分防暑用品。

爱心粥店的二楼是叶县爱心慈善

协会办公室，墙壁上挂满了爱心粥店开

办以来社会各界送来的锦旗。董朵表

示，他们将继续努力，把爱心粥做下去，

让更多人感受到社会的温暖。同时，也

希望更多人献一份爱，让爱心粥的碗端

得 更 牢 。（叶 县 爱 心 慈 善 协 会 账 号 ：

12316211900000099，开户银行：叶县农

村商业银行九龙支行）

临别时，董朵再次表示：他们聘任

专业会计严格管账，接受社会监督，把

爱心单位和爱心人士捐献的每一分钱

都投放在粥碗中。

（本报记者 杨沛洁）

6年来，由董朵等“草根”平民发起的爱心粥共免费奉粥60多万碗、馒头包子
60多万个，开展志愿服务两万多人次，直接受益30多万人次——

爱心粥，香飘6年播爱路

本报讯 （记者王亚楠）8月 9

日上午 9 点，市民政局慈善社工

科科长丁振亚和市鸣慧社会工作

服务中心负责人赵子鸣来到光明

路中段的程北佳园，对即将进入

大学的贫困学子赵强强（化名）进

行家访。在确定赵强强的家庭确

实需要帮助后，他们分别向赵强

强发放 1000元助学金。

2013 年，赵强强的父亲脑出

血，看病期间从亲戚朋友那里东

拼西凑，借来 60 万元医疗费，截

至目前欠款还没还清。父亲去世

后，赵强强一直由母亲马瑞丽（化

名）抚养。“那段时间太艰难了，我

自己带着孩子，还得还亲戚朋友

的钱。”在采访中，马瑞丽一度哽

咽。

为了给赵强强找个依靠，马

瑞丽于 2016 年再婚，又生下一

子，现任丈夫刘海（化名）目前在外

地打零工，每月寄回来 1000 元补贴

家用。马瑞丽为了照顾孩子，在小

儿子幼儿园的后厨打杂。

“强强很孝顺，学习成绩也很

好，在市一中的考试中一直名列前

茅。”马瑞丽表示，即使全家穿得破

点、吃得差点，也不能在教育上亏待

孩子。今年，赵强强以 634 分考入

了东南大学。

“妈妈带大我不容易，我从小就

深有体会，只有知识才可以改变我

的命运，改变我们家的现状。”赵强

强眼神坚定，他说上大学后会更加

努力学习，争取赢得奖学金，在不耽

误学习的情况下勤工俭学，不给家

人增添负担。

丁振亚和赵子鸣叮嘱赵强强，

以后有什么困难就联系他们，并分

别为赵强强发放 1000元助学金。

市民政局携手慈善组织
为贫困学子发放助学金

本报讯（记者杨岸萌）“谢谢

阿姨给我拿的书，以后我会好好

学习的。祝阿姨工作顺利，身体

健康！”8月 3日下午，市民吴女士

收到童童（化名）妈妈录制的视

频，视频中童童笑着表示感谢。

7 月 27 日，本报报道了单亲

家庭女孩童童想要一套四大名著

一事。

报道见报后，家住市区诚朴

路与矿工路交叉口附近的吴女士

拿出给孩子买的一套四大名著、

一套《我去故宫看历史》和两本中

国科学家的榜样故事以及一台手

持风扇、一盒笔，委托记者送给童

童。

“孩子家里的情况确实挺难的，

我家正好有她要的四大名著，又找

了两本励志故事书送给她，希望她

未来乐观向上，健康成长。”吴女士

说，能为有需要的人做一些事情，她

也很开心。

之后，市民徐先生和汝州市的

一位老师联系记者，表示愿意给童

童捐款买书或者送去其他礼物，被

童童妈妈婉拒：“虽然困难，但是日

子还可以过，好心人的心意我们领

了，就不让大家再破费了。”

收到礼物
童童以视频表示感谢

本报讯 （记者王亚楠）8月 9

日下午，刘菲菲（化名）正在给丈

夫刘洋（化名）擦洗身体、换药，旁

边姐弟仨在一旁协助妈妈。

刘菲菲和刘洋育有两女一子，

大女儿丽丽18岁，目前在市区上中

专；二女儿小花13岁，目前在宝丰

上初二；小儿子林林 8岁，目前上

小学，姐弟仨一直靠学校的贫困

补助上学。他们靠种地和做小生

意维持生计，本来生活还算说得

过去，但去年夏天的一场灾难，打

破了他们一家原本幸福平静的生

活。

去年 7 月，刘洋去邻居家帮

忙修液化气灶时，液化气突然爆

炸，致使他的烧伤面积达 95%。

刘洋的四肢行动受限，连吃饭都

很困难，手术后一直卧床休养，家

里的生意也做不成了。刘菲菲在家

照顾丈夫和孩子，无法外出工作。

一年来，他们靠刘洋的低保金和亲

戚的救助生活，“其实刘洋该做第二

次手术了，但是家里实在揭不开锅，

就一直拖着没做”。刘菲菲心里也

有绝望的时候，可是看着孩子们那

么懂事孝顺，自己必须坚强起来。

依刘洋目前的情况，3年之后他也不

一定能干活。

“快开学了，孩子们想换个新书

包。”刘菲菲叹了口气，之前孩子们

对她说过书包旧了，但一家人生活

现在都成问题，自己实在没有精力

和闲钱给孩子买新的，只能一直安

慰孩子们再坚持一下。

如果有爱心组织和爱心人士愿

意帮助姐弟仨完成心愿，可与我们

联系，联系电话：18537581776。

姐弟仨想要新书包

志愿者在每次发放爱心粥前都庄严宣誓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志愿者为环卫工人和老人盛汤、盛菜、发馒头 本报记者 杨沛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