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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书贤 文/图

昨天上午，43岁的李小娜来到
帮扶对象管新富家中。看到李小娜
来了，管新富的儿子、正在吃早饭的
管广辉高兴得笑了起来。李小娜坐
下来，一边帮 70 岁的管新富剥玉
米，一边聊起管广辉的近况。“是您
的爱心给了我儿子一次新生命！”管
新富说。

李小娜是郏县茨芭镇管村村
民，在镇上开办了家天猫优品服务
站，为乡亲提供优质服务，还组织爱
心人士成立茨芭镇华善公益团队，
把爱心和温暖送到贫困群众家中。

提供便民服务

2018 年 8 月，看到天猫优品入
驻郏县招聘合作人的消息后，在苏
州打工的李小娜返乡在郏县茨芭镇
开办了一家天猫优品服务站，把优
质家电产品以低廉的价格送到乡亲
们家里。

李小娜发挥自身学习电子商务
的优势，在自己的店里义务举办电
子商务知识培训班，吸引乡亲前来
学习网购以及如何在网上出售农产
品等知识，先后有 200多人参加了
培训。

去年 3 月，李小娜开通淘宝直
播间，帮助乡亲们把家乡的柴鸡蛋、
桃子、葡萄和核桃等农产品销售到
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以及山东、甘肃
等地。仅去年她就帮忙卖出农产品
2万多公斤，助乡亲们增收 16万多
元。该镇创业青年高纪锋种植红
薯，加工手工粉条，李小娜在直播间
为其带货，让其增收5万多元。

成立公益团队

去年夏季，管新富到李小娜的
店里买电风扇，因为钱不够，李小娜
就让他赊账带走。后来李小娜了解
到管新富是贫困户，家里还有一个
患重病的儿子时，不仅没有再要赊
账的钱，还萌发了成立公益团队、帮
助困难人群的念头。

2019 年 8 月，李小娜在创业青
年姚朋飞、高纪锋、李水月等朋友的
帮助下，成立了茨芭镇华善公益团
队，现在团队已有60余人。李小娜
建了“华善公益”微信群，在群里发
布活动信息、募集活动经费、公布募
捐数额和款项用途等。她把捐款汇
总购买成生活用品，每月两次到贫
困群众家中慰问。

管新富是李小娜团队的重点关
注对象。管新富的妻子去世多年，
他和患有重度自闭症的儿子管广辉
相依为命。为了帮助管广辉走出
阴影，李小娜团队多次到他家里走
访、开导，送去食品和衣服等，还给
管广辉带去一个电唱机。在大家
的不断鼓励下，管广辉慢慢从自闭
中走了出来，开始主动与人交谈，
也知道洗脸、换衣服了，还学会了
唱歌。

茨芭镇东庄村的刘桂霞也是李
小娜团队的重点关注对象。刘桂霞
身患癌症等多种疾病，两个孩子都
在上学，全家主要靠低保金生活，日
子十分艰难。李小娜千方百计筹集
善款，帮助她的一双儿女解决上
学问题。2020 年 7月 6日，刘桂霞
家的房屋在大风雨中塌了一间。李
小娜听说后，立马在公益群里募款
4000多元，联系施工人员为她家修
缮了房屋。

“虽然力量微薄，但我们尽力而
为。”李小娜说，“为乡亲们办点实事
我很高兴。只要我们大家都伸出一
双手，这些困难人群就能在苦难中
看到希望。”

去年以来，李小娜先后带领团
队捐款 10 万多元，为 56 个特困家
庭送去温暖。赠人玫瑰，手有余
香。2018年 10月，李小娜被省妇联
评选为新型农民带头人，2019 年 1
月获得阿里巴巴正能量布道优秀
战区负责人，并两次获得阿里巴巴
正能量布道奖。2020年 6月，李小
娜获得阿里总部的头条嘉奖，近日，
她还被评为平顶山市“乡村光荣榜”
好乡贤。

李小娜：

爱心温暖众乡亲
□本报记者 魏森元 文/图

“我和两个儿媳关系好，或许是
同为教师的缘故，我更能理解她
们。”11月 16日，在汝州市庙下镇西
荒村一座农家小院里，入选平顶山
市好婆婆的退休教师朱凤恩笑着
说，“做了30多年教师，真切地知道
儿媳们的不易，我一直把她们当成
亲闺女”。

主动担起家务

今年74岁的朱凤恩有着30余
年教龄，从1962年开始一直在西荒
村小学任教，2001年退休。

“当老师真忙，没退休前，总是
早早起来做饭，吃完饭碗筷来不及
刷就得急急忙忙赶去学校，中午放
学回来再收拾残局。”朱凤恩说。

在这样的忙碌中，朱凤恩把两
儿两女培养成材，现在大儿子和两
个女儿都是教师，小儿子成了村里
的致富能手。或许是与教师有缘，
朱凤恩的两个儿媳也是教师，大儿
媳、大儿子同为庙下一中教师，二儿
媳是西荒村小学教师。

“两个儿媳进家门时，我还没退
休，大家工作都比较忙。但儿媳们
孝顺，虽然忙也争着做家务，基本上
是谁回来得早谁做饭。”朱凤恩说，
退休后她便担起家务，让儿子儿媳
不为家务所累，安心教书育人。

“婆婆待我们就像亲闺女一样，
处处照顾帮助我们。”提起婆婆，当
天回娘家看望生病母亲的二儿媳薛
爱团在电话中满是称赞。她说，婆
婆退休后总是早起把饭做好，不耽
误他们上班，中午回家就能吃上饭，
两个孩子也是婆婆照顾得多。“我们
从家里搬出来单过后，婆婆还操心
着我们，总是把菜择好洗净，等我放
学回来拿走。要是我们忙，孩子直
接就去婆婆那里吃饭。”

“儿子儿媳教书忙，四个孙子孙
女我就帮着带。”朱凤恩说，如今她
和大儿子一家住在一起，“我在照顾
老大家的同时，尽量帮二儿媳分担

一些家务。”

倾心照顾孙辈

在照顾儿媳的同时，朱凤恩对
孙辈也倾注了很多心血。“现在孙子
孙女都长大了，生活上操心少了，我
便拿出自己的退休工资，用来激励
孩子们好好学习。”朱凤恩说，“大孙
女考上大学，我拿出 2000元奖励，
每次新学期开学还资助她1000元。
正在上中学、小学的三个孙子孙女，
我也定下了奖励办法，根据学习成
绩给予相应奖励。”

“我的退休工资虽然不高，但除
去生活开支尚有节余，与其存着将
来留给孩子们，不如现在拿出来帮
他们解决困难。”朱芬恩说。

“我们家盖新房时，婆婆给我们
拿了3万块钱，我丈夫两次买铲车，
婆婆每次都支持了1万元。”薛爱团
历数婆婆对她家的“帮助”。

受到朱凤恩的真心善待，两个
儿媳也像对待亲生母亲一样对待
她。“去年我腿疼得厉害，趁暑假孩
子们不忙，住院做了手术。躺在病
床上不能动时，两个儿媳在病房支
了个小床，一直守在我身边细心照
顾。”朱凤恩说，儿子儿媳们还主动
分担了她的医药费。

“我平时课多，家务做得少。婆
婆不仅为我们做饭，把两个孩子也
照顾得很好。婆婆生病住院，照顾
她理所应当。”大儿媳姚延丽在课
间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和弟媳
怀孕期间，婆婆呵护备至，什么活
儿都不让干。婆婆如今年纪大了，
还有腿疼病，正是需要我们的时
候。平时有空，我就做家务，特别
忙时就周末在家大扫除，尽量让婆
婆多休息。”

临近中午，看到上小学的小孙
子放学回家，朱凤恩起身准备午饭。

环顾朱凤恩家的小院，干净的
庭院内摆满绿植，台阶上几盆菊花
开得正艳，院内一侧开辟的菜地内，
绿油油的菠菜长得正旺，在院中择
菜洗菜的朱凤恩更显慈祥。

朱凤恩：

爱护儿媳如闺女

朱凤恩在整理厨房 李小娜（右）在帮扶对象家里剥玉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