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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此次义卖共
售出约1300个艾草香包、

1530 余件手链及手工钩织
品、1200余个馒头，累计筹集

义款1.8万余元。
“有没有成就感？”朱喜红问。

“有！”阳阳的回答坚决而响亮。
一袋袋馒头、一件件亲手制作的

手工艺品售出，给精障患者带来满满

的信心。
“可感谢你们。”一位患者的妈妈

激动地说，“自从来到这里，孩子就变
了个样儿。”

“精障患者参与义卖活动，能让他
们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体现人生价
值，这是最重要的。”张红杰说，社会各
界人士积极奉献爱心，也能够帮助更多
残疾人走出来。端午节前，“喜乐之家”

还组织精障患者的家长开展交流活动，
现场包粽子、送礼物。今后，将通过卫
东区五一路街道河西社区和东工人镇
街道东湖社区“喜乐之家”开展更加丰
富的活动，帮助精障患者进行康复训
练，让他们在活动中体现自己的价值，

“也会继续采取多种方式帮助更多精
障患者减轻家庭负担和生活压力。”
（文中精障人士均为化名）

点滴爱心 汇聚成河

“喜乐之家”手作义卖传真情

□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这几天，市区万达广场门
前很热闹。一排遮阳棚下，喜
乐馒头、香包、彩绳手链，以及
钩织的花卉、玩偶、发卡……五
彩缤纷，引人注目。这场服务
于精神障碍群体的义卖引发市
民的如潮爱心。义卖活动原定
于6月8日结束，应万达广场邀
请，9日、10日傍晚又增加了两
场。爱心市民从各处赶来，购
买由精障人士等残疾人制作的
手工艺品。据统计，此次义卖
累计筹集义款1.8万余元，将全
部回馈给参与制作的精障人
士。

义卖现场的数块宣传展板
上，有关卫东区五一路街道河
西社区“喜乐之家”精神障碍社
区康复工作机构及背后故事的
相关介绍、媒体报道，让市民了
解，在这些手工作品背后，是一
群精障人士在社会帮助下努力
自救与被救的故事。

义卖现场，爱心涌动。
6月8日上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阿姨专程赶来，买了6元钱的馒
头，拿出10元纸币并拒绝找钱，“就是
专门来支持的”。“喜乐之家”社工刘英
坚持把4元零钱塞进她的手中。但没
多会儿，她又回来，把钱放进义卖摊上
的一个盒子后匆匆离开，“虽然有限，
也是我的一点爱心。”

从微信朋友圈看到平顶山微报公
众号“喜乐之家”义卖视频后，6月7日
傍晚，市民张涵带着13岁的儿子，从湛
河南路东段的家中打车赶到现场。“这
是支持残疾人的义卖，心里很受触动，

能帮一把是一把。”小工艺品让人爱不
释手，她也现场感受到了残疾人坚韧
不拔的精神。

张涵母子挑选了象征着坚强、积
极向上的钩织向日葵和一些手链，共
计300多元，是此次义卖中成交额最大
的一笔。“儿子也很支持。大家对弱势
群体多一些关注和帮助，能让他们早
日融入社会，也有助于这种正能量传
递下去。”

这里，也是精障患者家属的信心
来源。

6月8日上午10点多，家住体育路
小学教育集团总校附近的韩大妈专程

坐公交车赶来，买了10元钱的馒头，又
和刘英聊起自己的女儿。韩大妈的女
儿40多岁，由于精神障碍，大学毕业后
一直没上班，“我走到哪儿，她就跟到哪
儿，生活无法自理”。韩大妈多次看到
晚报报道，对“喜乐馒头”背后的精障群
体有所了解，也专程去找过、买过“喜乐
馒头”。看到参与康复训练的精障患
者状况逐渐改善，对她也是一种鼓励。

刘英告诉韩大妈“喜乐之家”的详
细位置，又留下自己的电话，让她有空
就带着女儿过来玩。“唱歌、画画、做手
工、聊天都行，不收取任何费用，只管
来吧！”

爱心涌动传递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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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傍晚，市民张涵和
儿子在“喜乐之家”义卖现场购
买了300多元的物品。

连续4天的义卖，每天早上8点多
开始准备，搬东西、搭遮阳棚、布置现
场，晚上10点才收摊，“喜乐之家”的社
工回到家基本都是11点以后了。很累，
大家却甘之如饴。

刘英也是一名残疾人，为表示尊
重，她一直拄着腋拐站着接待顾客。手
链摊顾客特别多，常常围满人。她不停
地回答各种询问，嗓子早就哑了。顾客

少了，她才赶紧坐下休息一会
儿。其他社工也和她一样，一
天十多个小时守在岗位上。

从活动第一天开始，昇
远就自觉地守着几大箱
“喜乐馒头”。他观察着

每名靠近摊位的顾客，
回答着馒头种类、价
格等问题；对方要
买，他赶紧站起

来递馒头收钱。有时候摊位前围满了
人或者有顾客买的数量比较多，怕他算
不清楚，“喜乐之家”负责人朱喜红和社
工刘英就上前帮忙。

“平时昇远和阳阳每天一大早就到
河西社区‘喜乐之家’了。这几天，他俩
帮忙抬东西装车，到了现场又帮着搭遮阳
棚，很起劲儿。”朱喜红说，一开始精障患
者在现场制作香包，后来香包做完了，让
他们休息，“也都非得在现场守着”。

患者小颂家住市区东安路，每天早
上步行前来。香包做完，朱喜红给他派
了个任务：看着大家的包和杂物等。他
像被启动了开关，“一直盯着，特别认真
负责”。

“昨天和他们说，如果累了明天就
在家休息吧。”朱喜红说，但大家都说

“还想来”。
因为药物治疗不能停，大家都随身

带着中午吃的药。“中午带他们去吃个
饭，大家也都很兴奋，以前应该是没有
集体生活的经验。他们几个还挺喜欢
来这儿的。”朱喜红笑着说。

“没想到大家都坚持下来了，出乎
意料。几天义卖确实很累，咱的社工和
精障患者都累坏了。但参与活动的患
者没有人抱怨，表现出来的能吃苦、爱
劳动，让我特别感动。”卫东区民政局党
组书记张红杰感慨良多。回想起初见
他们的样子，冷漠、易怒、畏首畏尾；而
如今情绪稳定，生活能自理，会招呼顾
客，让人欣喜。

照顾精障患者多年的家庭常常充满
痛苦，失去耐心，焦躁不安。在“喜乐之
家”，一点点细微的进步都能获得社工的
夸奖和鼓励，患者收获了尊重。这种来
自心底的接纳和能够靠劳动养活自己
的成就感，正是他们逐渐自信的根源。

他们收获尊重和自信

义卖筹款1.8万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