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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大洋的爱心款
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 影

“请你们把这笔钱送到老人手里。”1 月 21 日，

远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的萍乡籍爱心人士王桂莲，

给萍乡市民李水发信息，请他把 2000 元善款送到

湘东区排上乡的两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手里。

“我在餐厅工作，虽然比较辛苦，但是能帮助家

乡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我觉得很有意义。”王桂莲通

过微信对记者说。

王桂莲曾是萍乡赣西肿瘤医院急诊科的一名

保洁员，2022 年 6 月随女儿前往美国生活，已先后 7
次越洋给萍乡市“李水夫妇特别关爱基金”捐款，每

次 2000 元。她这样做，是因为她曾得到李水、谢秋

霞夫妇无微不至的关心。王桂莲和李水夫妇曾是

同事，她家的雨棚坏了，李水热心帮忙修理；她的双

脚疼痛时，谢秋霞总是主动提供帮助。尤其是李水

夫妇想方设法资助家境困难的学子，她看在眼里，

感动在心间。

“ 在 我 最 困 难 的 时 候 ，曾 渴 望 得 到 别 人 的 帮

助。”王桂莲回忆道，由于丈夫早年去世，两个孩子

由她独立拉扯大。“孩子读书生活处处需要钱的时

候，都是靠自己勉强支撑。”

2020 年底，李水和妻子谢秋霞设立“李水夫妇

特别关爱基金”，这是萍乡市首个以个人名字命名

的公益基金，他们先后捐资 50 万元，帮助生活困难

的群体。

“ 我 看 到 他 们 做 的 一 件 件 好 事 ，帮 助 了 许 多

人，我的心有股暖流在涌动。”王桂莲说，在李水夫

妇 的 带 动 下 ，她 开 始 捐 献 善 款 ，100 元 、200 元 、

1000 元……“每个人奉献一点爱心，就能帮助更多

的人。”王桂莲说。

“无法忘记李水夫妇，永远记住在做公益的点

点滴滴。”王桂莲表示，只要有收入，就会坚持汇

款。“自己淋过雨，希望能给别人撑把伞。”王桂莲哽

咽地说。

“她的经济条件一般，在异国他乡还能关心家

乡的慈善，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谢秋霞表示，给

他们基金捐赠的，更多的是像王桂莲这样的普通

人，如涓涓细流，不断为他们注入能量，“这是榜样

的力量，也是我们坚持公益之路的最大动力。”截至

目前，该基金接收 65 笔善款约 174 万元，救助 49 批

次 765户困难家庭，发放救助金共 111.46万元。

16年情系孤寡老人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 实习生 李 姿

1 月 20 日，暖阳高照。樟树市店下镇敬老院的老人们洗

晒完衣物，聚在院子里一边晒太阳，一边聊着收到的新年礼

物，院内充满了欢声笑语。

“鞋子很合脚。”

“裤子也很合身，小王对我们真用心……”

老人们口中的小王，是店下镇芦岭村的王云。每年春节

前夕，她都会返乡看望店下镇敬老院的孤寡老人，并给老人们

送去新年礼物。今年，已是第 16个年头了。

王云在上海创业，开办了一家化妆品公司。16 年前，她开

始给敬老院的老人捐赠爱心物资。“今年，我给老人们送了贺

岁红包，还有鞋子、衣服等。”王云说，她家有四兄妹，为了生

计，父母常年外出务工，从小由奶奶带大，奶奶常教育她要尊

敬和孝顺老人，因此她对老人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

王云今年来看望老人，令店下镇敬老院院长徐小红十分

感动。徐小红说：“王云的亲戚告诉我，她公司今年运营遇到

了不小的困难，但仍坚持做好事，太难得了。”

“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做好事。”徐小红说。

面对徐小红的夸奖，王云说，公司运营暂时遇到了一点困

难，但不影响给老人们尽孝心，每次与老人们相聚，看到他们

一张张笑脸，她也倍感快乐。

“今天，我特意带了几名公司员工过来，让他们共同感受

奉献爱心的快乐。”王云深情地说，只要有能力，她每年春节前

夕都会返乡，给老人们送礼物，尽一份爱心，让他们老有所养、

老有所乐。

6年关爱助苗成长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 强

在德安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许合林的办公

室里，除了堆积如山的工作材料，还有一沓沓中小

学用书。在这些书本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长达 6 年，

鲜为人知的暖心助学故事。

2019 年的一天，许合林偶然得知，该县车桥镇

白水村的 7 岁女孩小涵家庭困难，面临辍学困境。

许合林来到小涵的家中探望，得知小女孩的父母不

幸离世，爷爷奶奶身体又不好，无力供她上学和生

活。“学一定要上，你们不用担心，以后小涵的学费

和生活费我包了，直到她大学毕业。”许合林对小涵

和家人说。

许合林说到做到。接下来的 6 年时间，他不仅

每年资助小涵学费和生活费，还经常带她参加自己

家庭的亲子活动，及时了解她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他还利用工作间隙，辅导她功课。

随着时间的推移，小涵逐渐找回了自信和勇

气 ，性 格 也 变 得 越 来 越 开 朗 ，学 习 成 绩 有 了 很 大

进步。

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金昱辰说，6 年来，只要

是小涵的事，无论平时工作有多忙多累，许合林都

很上心。

这不，小涵刚刚放了寒假，得知她对医学很感

兴趣，他又在到处搜集符合学生阅读的医学书籍。

许合林对记者说，陪伴是孩子成长中最珍贵的

礼物，每个孩子都是一颗希望的种子，只要给予充

分关爱与悉心呵护，即便在逆境中也会茁壮成长。

一次执法结缘14年
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

“对徐警官来说，这不过是他做过的好事之

一 。 但 对 我 来 说 ，是 改 变 全 家 人 命 运 的 大

事。”谈及交警徐永华 10 余年前的帮助，45
岁的汤光荣至今非常激动。

2010 年冬，徐永华在南昌市西湖区

八一大道孺子路口站岗，查获一辆非法

营运的摩的，司机正是汤光荣。也因

为这次执法，徐永华和汤光荣结下深

厚情缘，成了朋友。在徐永华的帮助

下，汤光荣有了稳定的工作，在南昌买

房安家，成了“新南昌人”。

“那时候我刚到南昌，穷得叮当

响 ，吃 饭 都 成 问 题 。”汤 光 荣 告 诉 记

者，30 岁那年，不愿与父辈跑船的他，

从老家抚州来到南昌，希望自己闯出一

片天地。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因没

读过什么书，又没啥技能，面试了很多工作

都落空，只能靠跑摩的解决温饱。

可是，连南昌路况都没有摸清楚的汤光荣

跑摩的没多久，就被徐永华查获了。当得知谋生

的摩托车要被扣，汤光荣当时情绪激动，在街头大骂

徐永华，并想动手打他。

“我觉得这个司机，与其他人不一样，情绪特别激动。”徐

永华回忆着，当时现场处置的细节，自己记不清了。他只记

得去汤光荣租住的房子探望时，发现地方很寒酸：阴暗潮湿

的小屋，除了两张床，一件像样的电器也没有。

“消除违法行为，让当事人来接受处理，从我工作职责来

说这件事已经处理完结，但我得知汤光荣这样的处境，觉得

自己应该帮他做点什么。”同样来自农村的徐永华想让汤光

荣振作起来。此后，徐永华联系驾校帮他交费考驾照，通过

亲朋好友帮他联系招工单位，汤光荣终于被一家饮料公司录

用当了驾驶员，一干就是 12年。

“从刚进公司每月赚 3000 多元，到后来每月赚 8000 元，

我的生活越来越好，在南昌买了房安了家，生了两个孩子。”

汤光荣说。

汤光荣与徐永华一直保持联系，他遇到什么难事，都会

向徐永华倾诉，听听意见再做决定。“2023 年底，单位效益不

好，我想创业又觉得年纪大了。”汤光荣说，正是徐永华给了

他勇气，鼓励他开了一家“汤司令家电修理店”，每天忙碌，收

益很好。“没有徐警官的帮扶，就没有我的今天。”

一双鞋传递干群情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

吉安市青原区河东街道铁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双棉

鞋悬挂在墙上格外显眼。铁路社区党支部书记秦文翔说，这

双鞋是困难户符响英做的，挂在这里快 4年了。

这双鞋的背后，是服务群众无小事，点滴行动见真情。

“符阿姨，快过年了，这是送给你的，最近家里还好不？”1
月 20日，秦文翔提着一桶油、一袋米，敲开了符响英的家门。

“秦书记，快进来！家里有点暗，我去开灯。”符响英伸手

按下墙上的开关，灯却没亮。

“是不是灯坏了？我这就让电工来修。”说着，秦文翔立马

掏出手机，“庄师傅，符阿姨家里的灯坏了，你来修一下，费用

我来出。”

“你看，秦书记就是这样，总是第一时间帮我们解决问

题。”符响英转头对记者说，“有困难时我找秦书记，拿不定主

意时还是找秦书记……他就像我的家人一样。”

今年 72 岁的符响英，1996 年跟随丈夫从外地来到铁路社

区居住。2015 年，她的丈夫因病离世，符响英只得带着患有智

力障碍的继子艰难度日。

“秦书记和社区干部小梁平时总来看我，陪我聊天解闷，

帮我申请各种补贴救济，我前段时间摔伤了，他们还给我送饭

买药，这样的社区干部，真难得！”说着说着，符响英红了眼眶，

“这些年，多亏了社区无微不至的照顾。”

符响英的继子时常会走丢，2021 年冬天的一个雨夜，秦文

翔接到了符响英的电话。“秦书记，我儿子走丢了，可怎么办

……”听着电话里焦急的哭声，秦文翔立即安排 5 名社区干部

一起寻找。“那天晚上雨很大，我们找了快两个小时终于把人

找到了，大家身上全都湿透了。”秦文翔回忆着。

当时，为了感激社区帮忙找回继子，符响英决定效仿当年

的“草鞋送红军”，花了 18 天时间，亲手为 6 名社区干部每人缝

制了一双棉拖鞋。

“秦书记，这是我给你们做的棉鞋，别看样子普通，可暖和

了，还耐穿。”符响英将一袋子沉甸甸的棉拖鞋郑重地交到秦

文翔手上。“没想到，符阿姨会用如此质朴的方式来表达感激，

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秦文翔仍

旧特别感动。

秦文翔舍不得穿这双棉鞋，而是把它挂在社区显眼处。

“你看，这双棉鞋的针脚绵密，鞋底这么厚实，一针一线皆是情

啊！”他摩挲着鞋面对记者说，“希望每名社区干部看到这双鞋

时都能不忘为民服务的初心，时刻把百姓放在心上。”

让秦文翔更没想到的是，去年 12 月，符响英又缝制了 12
双棉拖鞋送到社区。“我也不会做别的，这些棉鞋就是我的心

意，感谢社区对我的照顾。”符响英笑着说。

这次，秦文翔将棉鞋分送给了社区其他困难群众。“这些

棉鞋，如同纽带一般，将群众与社区干部紧密相连，我们也希

望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和温暖传递下去。”他说。

每一年的春天，都会悄然来到我们身边；新的一年，总有一些温暖会带给我们感动。
当受到帮扶的困难老人亲手将缝制的棉鞋送到社区干部手中时，当在外打拼的游子连续16年返乡把关爱送到孤寡老人心坎时，当心存善良的交警帮助曾经的摩的司机走出困境、走向新生活时，当一笔笔善款跨越

大洋送到需要的人手中时……我们看到，那些曾被我们不经意间忽略，闪烁在身边的微光。这些平凡的人，他们的故事或许并不惊天动地，却充满了温暖与力量，如同夜空中的点点繁星，微小，却能照亮整个夜空。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他人生活中的一束微光。一双伸出援助的手、一句鼓励的话语、一个善意的微笑，都能够温暖他人。新的一年，让我们带着一颗善良的心，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平凡中的微光，只要我们怀揣着爱和

希望，微光终会汇聚成璀璨的星河，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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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安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许合林陪小涵学习德安县消防救援大队大队长许合林陪小涵学习。。

本报全媒体记者 付付 强强摄
萍乡市民李水夫妇萍乡市民李水夫妇（（后排左四后排左四、、五五））进行爱心捐赠进行爱心捐赠。。

本报全媒体记者 赵赵 影影摄

收到贺岁红包收到贺岁红包，，店下镇敬老院的老人们很开心店下镇敬老院的老人们很开心。。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怀峰洪怀峰摄

符响英符响英（（右右））给社区干部秦文翔送棉鞋给社区干部秦文翔送棉鞋。。

本报全媒体记者 侯艺松侯艺松摄

汤光荣修理家电汤光荣修理家电。。

本报全媒体记者本报全媒体记者 蔡颖辉蔡颖辉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