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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能量 微心愿

□本报记者 孙书贤

度过一个快乐的六一儿童节，尤其是在
节日里收到一份心仪的礼物，对于郏县堂街
镇邵湾村11岁山村女孩小秀芳来说，是个可
望而不可即的梦。5月13日下午，面对记者
的采访，这位可爱的小姑娘一开始只是满脸
笑容却不说话，最后，她终于说出想要一件
漂亮连衣裙的心愿。

5月13日下午，记者与陪同来采访的老
师推开小秀芳家的木门，就见一个清秀的小
姑娘正和爸爸妈妈分享当天的学习收获，清
脆的笑声让这个农家小院充满了温馨。老
师告诉记者，小姑娘就是秀芳。

小秀芳69岁的爸爸邵进忠告诉记者，
因家庭贫困，他52岁时才和一名外地女子
结了婚。2004年 10月，他在一条路沟里捡
到一名唇腭裂女婴，在民政局办理收养手续
后，他给孩子取名秀芳。随后，邵进忠抱着
小秀芳先后两次去南阳给她做唇腭裂修复
手术，小秀芳才恢复健康。10多年来，邵进
忠夫妇省吃俭用，对小秀芳呵护有加。

邵进忠告诉记者，他患有肺气肿常年吃
药，平时全靠妻子照顾他和女儿。穷人的孩
子早当家，小秀芳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
表现得很优秀。今年1月，他的肺气肿复发
了，是女儿及时将他送到了卫生院救治，还
专门请假在医院伺候他。

记者问小秀芳以前如何过六一儿童节，
小秀芳摇摇头说，根本没有把六一儿童节放
在心上。说起想要的礼物，思忖良久的秀芳
说：“我想有件漂亮的连衣裙！”问及要连衣
裙的原因，小姑娘说：“我马上就要告别童年
了，一件连衣裙就把以前的六一节都给找回
来了！”

11岁女孩想有件连衣裙
找回以前的六一节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我学习不好，想要个学习机。”“我书包
坏了，一直没钱买，我想有个新书包。”5月
12日上午，在鲁山县尧山第一小学，提起六
一儿童节心愿，10岁的王春雨和8岁的妹妹
王淑娟不假思索地说。

王春雨是尧山第一小学三年级学生，妹
妹在该校上二年级。

“你们俩知道什么叫六一儿童节吗？”记
者问。

“知道，但没啥意义。”王春雨告诉记者，
别人过六一儿童节父母都会给买东西，而他
和妹妹从来没有过。也正因为家庭经济困
难，王淑娟在学习上也特别努力，而且从不
和家人要任何东西。

记者问兄妹俩六一儿童节的心愿是什
么，王春雨不假思索地说，他最大的心愿就
是有个学习机，想以此提高自己的学习成
绩。妹妹王淑娟则说，她的书包已经坏了很
久了，她的心愿就是想有一个新书包。

尧山第一小学校长宋胜利告诉记者，王
春雨和王淑娟家住尧山镇最偏远处的霍庄
村，由于家庭经济状况不好，就没见俩孩子
买过零食，孩子手里偶尔有一点零钱，都买
作业本或铅笔了。学校看到两个孩子家里
实在困难，就让兄妹俩的妈妈到学校厨房帮
忙做饭。

“如果咱俩的愿望都能实现，那今年的
六一儿童节就太有意义了。”采访结束要离
开校长办公室时，王淑娟对哥哥悄悄地说。

尧山小兄妹：
想有学习机和新书包

□本报记者 高红侠

今年6岁多的小昭宁家住新华区
光明路街道迎宾社区，正上学前班。
小昭宁的姐姐和哥哥都患有脑瘫，哥
哥九岁时因病情加重去世。健康活泼
的小昭宁来到这个世上后，全家人都
将她视为宝贝。5 月 13 日下午，记者
在小昭宁家见到了刚刚放学回家的
她。

小昭宁家住市区联盟路 89 号院
的一幢临街楼，客厅里只有三个旧沙
发，显得空荡荡的。小昭宁的母亲郭
廷转是平煤神马集团物资供应分公司
下属企业的一名职工，今年 47 岁，父
亲是原市绢纺厂的职工，2005年因单
位效益不好办理了内退，现在每个月
只有1100元的工资。为了照顾昭宁和
姐姐，母亲长期请假在家，每个月只有
500元的工资。

郭廷转告诉记者，大女儿出生半
年后，家人发现她一直不会坐，到医院
检查被确诊为脑瘫。当时由于家境贫
寒，大女儿一直没接受正规的治疗，后
来开始治疗时已经太晚了，没有什么
效果。2002年7月，随着儿子的出生，
全家人脸上有了笑容，但儿子出生不
久，也被确诊为脑瘫。直到 2011 年 2
月，儿子病情加重去世前，夫妇俩一直
细心照顾两个脑瘫的孩子。“我的命不
好，让两个孩子跟着受罪。”郭廷转说
着说着流出了眼泪。

2008年 11月，小昭宁的出生给这
个家庭带来了欢乐，全家人将她视为
宝贝。“你看这些都是她姑姑给买的。”
郭廷转指着小昭宁的衣服和玩具说，
由于她和丈夫的工资少，他们总是省
吃俭用，能不花的钱就不花，小昭宁的
不少东西都是亲戚给买的。

记者问小昭宁六一儿童节想要什
么礼物时，她笑着说：“我想要一件白
色或粉色的公主裙。”记者采访结束
后，懂事的小昭宁替妈妈一直把记者
送到大门口。

六岁小昭宁想要一条公主裙

□本报记者 孙书贤

“听说你们在开展点亮微心愿活
动，我想给俺女儿报个名，看是否可以
送给她个布娃娃陪伴她。”近日，郏县
薛店镇吴村的王玉娥给记者打来电
话，希望为自己的脑瘫女儿梦星送上
一份节日的礼物。

5月 13日上午，记者到王玉娥家进
行了采访，虽然是土院墙、小门楼，可
院内打扫得干干净净。王玉娥看到记
者到来，忙招呼女儿：“梦星，你记者叔
叔来了！”眼前的梦星被妈妈收拾得很
干净，虽然站立不稳，可看上去很阳
光。说起梦星，王玉娥的眼睛不禁湿
润了。

2002 年春，王玉娥从登封回家走
到一个山坳时，隐约听到有婴儿的啼
哭声传来，她寻找发现了一个襁褓中
的女婴。眼看天快黑了，她见四周无
人，就把这个孩子抱回了家中。养了

一年之后，王玉娥发现孩子还不会坐，
头也直不起来，去医院检查得知，孩子
是个脑瘫儿。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孩子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家里实在
借不来钱了，她和丈夫只得带着孩子
回家保守治疗。

虽然不再住院，可回家后听说哪
里能治，他们还是带着孩子去求医问
药，钱花了不少，孩子的病情却没有一
点儿好转。

为了生计，丈夫吴玉合到郑州一
家建筑工地做饭，王玉娥独自挑起了
照料家人、耕种责任田的重任。但无
论下地干活，还是外出串门，她都不让
梦星离开自己半步。一有时间，王玉
娥就给梦星做全身按摩，以帮助孩子
康复。虽然梦星的衣服大部分都是好
心人送来的，但王玉娥总是把梦星收
拾得干干净净。梦星在王玉娥的怀抱
里度过6个春秋后，王玉娥开始对她进
行艰苦的康复锻炼。有人劝王玉娥放

弃这个孩子，王玉娥却说：“无论我受
多大的罪，吃多大的苦，都不会放弃
她，她本来就不幸，我不能再让她遭受
不幸！”

在王玉娥的精心照料下，前年春
天，小梦星奇迹般地站了起来，并逐渐
能迈开步子走路了。为了孩子有个好
的归宿，去年 7月，王玉娥来到郏县公
安局薛店派出所给孩子上户口，户籍
民警了解到她的爱心故事后深受感
动，克服重重困难，给12岁的小梦星上
了户口。

“由于孩子连路都走不稳当，一直
没有上学，只在家里多少学点知识。
家里没有其他孩子，平时也很少有同
龄人来和梦星玩耍，孩子很孤独。”王
玉娥告诉记者，她看到平顶山晚报开
展点亮微心愿活动的消息后，希望送
梦星一个布娃娃陪伴她。记者问梦星
想不想有个漂亮的布娃娃，小梦星高
兴得一个劲儿地点头。

“一直没上学，孩子很孤独”

小梦星想有个布娃娃

5月13日下午，放学后的小昭宁在家中认真读《三字经》。 本报记者 禹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