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副项链
一个感动到流泪的惊喜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邱鹏

在南方人心目中，东北女人豪爽、
刚烈、幽默。记者近日采访的这户人
家，就有一个东北媳妇。大家夸赞地
说，东北女人的温柔在心里，体贴爱护
不在嘴上，她对丈夫、对女儿、对家庭
的关爱体现在日常琐碎之中。

张泽锋住石峰区铜塘湾社区钢铁
厂宿舍16栋，一家六口人。父母均是
株洲钢铁厂退休职工，女儿刚读大
专。据母亲介绍，张泽锋小时候因为
高烧没有好好医治，留下了视力不好
的后遗症。现在一级残疾，左眼基本
看不见，右眼只能看见一点模糊的影
子。家里所有的家务就落在他的东北
媳妇身上，他的饭菜基本都是盛好了
送到手上。

张泽锋告诉我，2014年母亲摔了
一跤，从此只能坐轮椅，基本不能走路
了。这时候媳妇既要照顾老人，又要
照顾小孩，还要护送他去盲人按摩
店。这一切，媳妇没有任何怨言，任劳
任怨，并且婆媳关系非常融洽。

张泽锋媳妇说，让她最感动的是
2000 年 28 岁生日那天，婆婆专门委
托外地的小姑子买了副项链送给她，
把事先一点都不知情的她感动得大哭
了一场。同时她还说，平时夫妻间吵
架，婆婆总是帮她，体谅她的不容易。

目前张泽锋父母的退休工资只能
保证他们俩的生活，家里要负担一个刚
上大专的女儿，盲人按摩生意也不景
气，家里经济捉襟见肘。他非常感谢党
和政府的好政策，加上社会公益组织的
各种帮助，他们家才能走到今天。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上午，参
加株洲晚报“送年货”大型公益活
动的老朋友姜女士来到我办公
室。我知道，她是代母亲来为“送
年货”捐款了。

姜女士说：“从报纸上看到今年
送年货又开始了，我母亲便记挂上
这件事，催我尽快将捐款送过来。”

姜女士的母亲就是刘运秀。
和前几年一样，她今年捐款还是
300元。

我了解到，自从老伴过世后，
刘运秀女士一直和女儿姜女士生
活在一起。“我妈妈和我们住一起

后，这两年的身体越来越好了。她
老人家有这份公益心，我们一家人
都支持她。她喜欢看晚报，对晚报
上报道的孤寡老人、困难家庭，她
很关心。”姜女士说，“今天是2021
年的最后一天，正好又到河西办
事，所以特意送过来。捐款虽然不
多，但这是老人的一份心意。”

收下姜女士的捐款，开好收
据，我又请姜女士代其母收下一
本2022’为特困群众送年货捐赠
证书，并嘱其回家后，务必请老人
为特困群众写一个寄语，并拍下
一张手捧荣誉证书的照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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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岁刘娭毑参与送年货捐款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郑炜青

◀扫二维
码可参与送年
货“一起捐”。

特困群众档案
编号：021
暖心对象:冯尧毛
住址：芦淞区建宁街道徐
家桥社区和平巷23号

特困群众档案
暖心编号：022
暖心对象：张泽锋
住址：铜塘湾社区钢铁
厂宿舍16栋

▶冯青云夫妇一起照顾哥
哥冯尧毛（中）。

记者/杨凌凌 摄

暖心寄语：祝愿所有
特困群众，在党的关怀下，
在慈善人士的帮助下，过
上一个祥和温暖的春节！

公益之路：今年是刘
运秀女士参与送年货的第
五年。第一次参与时，刘
女士的老伴还在，她与老
伴一起过来捐款。2018
年，她的老伴过世，捐款的

“担子”便落在其女儿姜女
士肩上。所以，近三年，都
是姜女士代母来捐款。

血浓于水 七旬夫妇照顾智残哥哥30年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杨凌凌

常言道，长兄如母，然而在芦
淞区枫溪苑小区，年过七旬的冯
青云用了三十年的时间诠释着什
么叫“小弟如母”。原来，哥哥冯
尧毛从小就有智力残疾，父母相
继离世后，他面临无人照顾的困
境，冯青云夫妇毅然决定为他撑
起一片天。

我见到冯尧毛时，他弟弟冯
青云正为他理发。冯青云说，他
从小就注意到哥哥与别人不同，
等自己长大一些，母亲才告诉她，
哥哥智力有残疾。

“哥哥比我大 10 岁，但没我

懂事，总是在外面惹事，母亲为此
操碎了心。”冯青云说，母亲去世
前 ，哥 哥 一 直 是 母 亲 来 照 料 。
1981 年母亲去世，他突然意识
到，自己需要承担起“母亲”这个
角色，来照顾哥哥这个“老小孩”。

从母亲手中接过照料哥哥的
担子到现在，已经过去了 31 年，
冯青云没有一丝后悔。“能照顾他
一天就是一天。”冯青云表示，只
希望哥哥不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
上是孤独一人。

“哥哥大多时候只是在小区
里活动。”冯青云说，虽然哥哥言

语上冒犯过很多人，但小区里很
多街坊都知道他哥哥的情况，所
以一般碰面有了言语上的冲突，
他们就会及时走开。

虽然如此，但冯尧毛对弟弟
从未“撒过野”，这让冯青云感到
欣慰。“他对我们一家人跟对别人
不一样，知道我们是亲人。他尤
其怕我，因为我总是给他讲道
理。”冯青云说，这些年家里家外，
还多亏了妻子。妻子是非常值得
敬佩的人，不但含辛茹苦将孩子
抚养长大，还把智力残疾的哥哥
照顾得很好。

虽然冯尧毛经常会弄脏弄乱
自己的衣服，但是在妻子的照顾下，
冯尧毛身上一直都是干干净净的。

“他也挺喜欢后辈的，平时在
外面看到小孩用的玩具车都会捡回
来，说是给我家孙子用，让人哭笑
不得。”冯青云说，血浓于水，对哥
哥照顾到底，已经是家庭的共识。

微心愿

冯青云希望，有托养机
构能给哥哥冯尧毛提供一
些养老帮助。

微心愿
张泽锋说，根据自身情况，他

想去社会福利场所工作，为家庭
减轻负担。

记者采访

▲手捧荣誉证书的刘运秀老人。
姜女士供图

送年货“一起捐”正在进行中

腾讯公益2022’为特困群众
送年货“一起捐”正在进行中。
共设三个档次，即一份爱心、5份
爱心和 10 份爱心，每份爱心 10
元，也可以自设捐赠金额。团队
（单位）可以发起“一起捐”，发起
人请注明：团队（单位）名称。有
两种参与方式，一是以个人名义
捐款，金额不限；二是以个人或
单位、党团支部名义发起“一起
捐”（具体参与方式可参看本报1
月3日A7版）。

相关链接

▲张泽锋一家人合影。记者/邱鹏 摄

▲琳琳与新加入团队的宝妈交流。

▲给拨筋棒消毒。

▲外出工作前，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

▲儿子依依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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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预约，登门服务。“上门
做美容”不仅为爱美女士提供便
利，同时也为职业宝妈提供了一
个实现自我价值的兼职机会。

“90 后”琳琳是两个孩子的
妈妈，照顾孩子之余，就是追剧消
遣，生活很单调。去年年初，琳琳
在网上看到“移动美容师”的介绍
时眼前一亮，曾经也是美容师的
她，觉得自己的机会来了。

客户从哪来？业务怎么拓
展？琳琳从身边的亲戚朋友“下
手”，大家都很支持她的工作。她
上门提供美容服务，还用手机记
录，发到短视频平台，引起很多宝
妈的关注，同时也赢得了一众客
户。

就这样，琳琳逐渐把市场打
开了。如今，她时常骑着小电驴
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登门服务，
携带的工具箱有30多斤重，里面
装着美容工具、脸盆、一次性毛
巾、拨筋棒等。

“这份工作不需要朝九晚五，
可根据自己的时间与客户接洽，
让我有了职业归属感，孩子和老
公都很支持我。”琳琳说，她也算
有了自己的事业，生活忙碌充实，
每月收入可观。

更让琳琳欣喜的是，已经
有十多位宝妈加入到她的“移
动美容师”团队，她梦想着和
更多宝妈一起，把事业做得更
大，“让宝妈们在照顾家庭的同
时，也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谢慧 文/图

▶琳琳上门为顾客做水
疗换肤。

▲儿子喜欢吃蛋糕，琳琳完工后特
意买回家。

◀骑着小电驴往顾客家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