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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红侠

今年64岁的宋烈玉，谨遵父亲教诲，利
用祖传推拿手法免费为市民推拿按摩，一坚
持就是几十年。为服务更多的病人，2013
年，宋烈玉加入了长青社区志愿者队伍。

跟着父亲学手艺

宋烈玉家住市区新建路原平煤集团高
庄矿家属院，5月11日下午，记者来到其家
中采访。宋烈玉老家在周口农村，弟兄三
人，他排行老二。“我只记得小时候经常有
人去我家喊我父亲给他们看病。”宋烈玉
说，那时候条件差，乡亲们谁不舒服了经常
请他父亲去按几下就好了，当时感觉挺神
奇的，后来渐渐长大，才知道父亲用的是推
拿手法。有时父亲出诊，宋烈玉去打下手，
父亲给病人诊断过病情后，都会让宋烈玉
试着用手感受。渐渐地，在父亲的教导下，
宋烈玉也掌握了一些推拿手法。

免费为病人推拿按摩

“宋师傅的手法不是一般的好，真是手
到病除啊。”石龙区的居民尤红旗说，他妻
子十几年前患腰椎间盘突出，导致一条腿
麻木，病情严重时只能服用止疼片止疼。
看着妻子遭受病痛折磨，他便四处寻医为
妻子治病，但效果始终不太好。

2004年，尤红旗偶然听朋友说宋烈玉
会推拿，便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到宋烈玉
家，经过几番推拿，妻子居然能下地走路
了。“当时我和妻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尤
红旗说，为表谢意，他们请宋烈玉吃饭，可
他说啥也不去。通过给妻子推拿治病，尤
红旗和宋烈玉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自
从他搬到市区住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来
看看他，要不心里总感觉缺点儿啥”。

同样通过宋烈玉推拿摆脱病痛的市民
陈文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今年48岁，
小时候上体育课时，腰不小心扭伤过，但由
于当时年轻也没太在意。1998年，受伤的

部位疼痛难忍，他四处奔波求医，各种治疗
方法都尝试过，但仍不乐观。

有一次，陈文华在菜市场贴膏药时被宋
烈玉看见，宋烈玉告诉他：“你如果贴完膏药
还不行的话，去我家试试，不收钱。”当时陈文
华心里直犯嘀咕：不收钱，水平到底咋样呀！
他贴完几贴膏药后，病情仍不见好转，便试着
来到宋烈玉家，经过宋烈玉几次推拿，他的腰
疼病居然好了。为了表示感谢，陈文华多次
邀请宋烈玉吃饭或送其礼物，均被谢绝。“这
么多年我可没少给宋师傅找麻烦，光我介绍
的人就不下几十个。”陈文华笑着说。

加入志愿者队伍

2006年 4月份，宋烈玉退休后搬到市
区和儿子、儿媳一起生活。2007年初，闲不
着的他来到市工人文化宫给人免费推拿。

“那时候他每天上午雷打不动，有时中午等
到很晚才回来吃饭。”宋烈玉的老伴儿王兰
荣说，遇到人多时要排好长的队，遇到行动
不便的病人，他还上门服务。她怕老伴儿
的身体吃不消，经常劝他少出去，但是宋烈
玉不乐意，她也只好作罢，“俺俩不缺吃不
缺喝，儿女又孝顺，只要他高兴就行”。

2011年市工人文化宫改造，宋烈玉只
好把推拿地点改在家里。“我的手机就是推
拿热线，谁有需要一个电话就行了。”宋烈
玉笑着说。

为了给更多的病人服务，2013年，宋烈
玉又加入新华区光明路街道长青社区的志
愿者队伍，只要该社区任何时候有志愿者
活动，他都会积极参加。

“宋叔每次参加活动都很积极，他年纪
那么大，有时候我们都不好意思叫他去。”
该社区党总支书记金军晓说。

记者问他为什么推拿不收费，宋烈玉
说：“父亲在世时一直这么要求自己，这是
祖传的手艺，我不能坏了规矩。”宋烈玉表
示，自己年事已高，为了不让祖传的手艺失
传，他准备传给儿子，将来惠及更多的病
人。

六旬老人免费推拿数十载

5 月 15 日是长青社区的义务服务活动日，宋烈玉在为居民进行免费推拿按摩。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记者 牛超

本报讯“我们租住李庄新村的房
子面临拆迁，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住
所，以方便照顾孩子，希望你能帮我
们打听一下……”近日，“爱之家孤儿
寄养点”的负责人朱智红给记者发来
这样一条求助短信。

5月14日，阳光明媚，记者来到位
于市区鹰城广场附近李庄新村内的

“爱之家孤儿寄养点”。这是一座不
起眼的两层民宅，不大的院子里挂满
了刚洗好的尿布片、小毯子、小衣服
等。一楼客厅内，二姐朱永红和保育
员阿姨正在照料孩子。客厅里的墙
壁上，志愿者绘制的图画生动有趣，
孩子们的照片被贴在墙上组成了图
案。

据了解，目前这里共有9名孩子，
其中一名因病在住院。

“这群孩子大的 3 岁，小的只有
几个月。因为患有脑瘫、心脏病、
唇腭裂、脑积水等疾病，在出生不久
被家人抛弃，挺可怜的。”朱永红说，
根据每个孩子的不同病情，他们会
申请救助基金以及救助机构。

情系孤残儿

说起朱家姐妹与孤儿的情缘，要
追溯到2003年。当年，刚刚当上母亲
的朱智红参加了中华骨髓库捐献造血
干细胞的公益活动，第一次来到市福
利院。看到福利院里的那些孩子，想
想自己的宝贝女儿，她再也不能平静
了。从此，只要有时间，她就会去福利
院看望孩子。后来，她大姐也加入了
她的队伍。

2004年的一天，在市福利院，朱智
红姐妹见到了7个月大的小党政。患
先心病的小姑娘躺在床上，小脸黑
紫，喘不上气，大眼睛对着姐妹俩直
忽闪。回家后，那双眼睛一直在两人
的脑海里浮现。后姐妹俩找到福利
院负责人，恳求将孩子带回家寄养。

为了给孩子治病，朱智红上网查
资料，并结识了清华大学的爱心妈妈
——同是河南人的郑鹤红，在郑鹤红
的帮助下，小党政得到儿童希望基金
的救助，顺利得到救治。

自此，朱智红和大姐走上了救助
孤残儿童的公益道路。受两人的影
响，二姐、三姐和弟弟也加入进来。

创办“爱之家”

姐弟 5 人都是普通市民，经济能
力有限，而市福利院的经费也很紧
张，如何能更好地照顾危重病幼儿，
让姐弟 5 人陷入了困境。经过再三

思考，5 人凑了 4000 多元钱，在市区
矿工路西体育场附近租了一套两室
一厅的住房，买来必备用品。

2007年 10月 19日，“爱之家孤儿
寄养点”正式诞生！

“当年，我们相继接回 7 个需要
特殊护理的体弱孤儿。没钱买尿不
湿，我们就勤洗尿布，有时累得站着
都能睡着。”朱智红说，然而，想不到
的困难接踵而至，患心脏病的孩子急
需手术，没有医疗救助资源，各自的
家没时间照顾……矛盾、困难越来越
多，各自的家人也从不满到反对……

“爱之家”的困境，牵动着许多好
心人的心。郑鹤红知道后，在网上发
布了求助信息。随后，陆续从全国各
地寄来了奶粉、衣服等日用品。朱智
红姐妹的慈善工作也得到了新华区政
府及市、区两级民政部门的关注，他们
及时伸出援助之手，帮她们共渡难关。

2008年起，市福利院也开始向“爱
之家孤儿寄养点”提供寄养孩子的生
活费、治疗费、陪护费等。

资金解决了，孩子们也渐渐多
了。此时，遇到房东要使用房子，“爱
之家”便开始了第一次搬家。

“前后搬了4次，最后搬到了这栋
两层小院里。”朱智红说。

面临拆迁，希望觅到合适房源

从 2007 年成立至今，已陆续有
650多名孩子进入“爱之家”。在北京、
上海等地的爱心朋友和基金会的接力
救助下，多数孩子都成功进行了心脏、
唇腭裂修补等手术，其中不少孩子在
康复后，经福利部门牵线，被符合收养
条件的国内外爱心人士收养，过上了
正常的生活。

目前，他们所租住的房子面临拆
迁，而市福利院房屋也非常紧张。为
了这群孩子，近段时间，“爱之家孤儿
寄养点”的工作人员都在四处寻找合
适的房源，“现在寄养点有9名孩子，
都是孤、病儿童，年龄都在3岁以下，
这些孩子身体很弱，不宜来回折腾，所
以我们想找一处比较稳定的住所，最
好安静些，离市区近些，方便就医，面
积200至700平方米。”朱智红说，住处
过于拥挤，就存在交叉感染的隐患，所
以他们想给孩子找一处较大的地方，

“如果条件允许，我们还想建一个康复
室，主要针对轻度脑瘫、先天性发育迟
缓和因疾病导致发育迟缓经手术后需
积极进行康复锻炼的孩子。让这些孩
子在没有回归家庭之前，身心得到健
康的生长发育。”

如果你有合适的房源，请拨打电
话 2823989 或 13703753058 找王女士
联系咨询。

致力公益事业8年，如今租处面临拆迁

谁能为“爱之家”提供一处合适的房子？

□记者 李霞 通讯员 赵静

本 报 讯“ 谢 谢 ，真 是 太 感 谢
了！”5 月 14 日上午 10 时许，当卫东
区五一路街道繁荣街社区特困户蔡
兴仁接到 3000 元慰问金时，再三表
示感谢。

据了解，今年47岁的蔡兴仁曾经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夫妻俩经营着一
家小饭店，生活还不错。后来，她的丈
夫不幸患了肝癌，为给丈夫治病，12年
里，她变卖了房产，还欠下了十几万元
的债务。如今，丈夫去世后，她和儿子
一直居住在该社区一小车子棚里。母
子两人靠每月数百元的低保金及儿子

打零工来维持生活。
得知蔡兴仁一家的情况后，市人

大代表、国药控股平顶山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喜亮委托街道工作人员给
蔡兴仁送来了 3000 元慰问金。另
外，70 多岁的康复街社区困难居民
蒋福申也在当天收到了陈喜亮捐助
的3000元慰问金。

该街道主任周根生告诉记者，前
段时间，陈喜亮与蔡兴仁、蒋福申两
户贫困居民结成了帮扶对子。除了
此次捐钱外，一个多星期前，陈喜亮
在了解到蒋福申家厨房下水管道堵
塞后，还特意找人帮其更换了下水管
道。

人大代表雪中送炭
俩贫困户受到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