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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妈妈”李秋会和百名“小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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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要回来了！”坐
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院子
里，听到急促的下课铃，48
岁的李秋会本能地从凳子
上“弹”起腰，望向门外。

不一会，40多个拉着手
唱着歌的“小候鸟”三五成
群地出现在了大门口。看见
李秋会，“小候鸟”们扔下书
包，飞快地挤过来，“落”在
她的腿上、怀里，甚至挂脖
子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
停，安静的院子顿时沸腾起
来……

自从6年前把在校门口
冻得瑟瑟发抖的留守孩子
让进自己的家门，当时在河
南省栾川县秋扒乡经营餐
馆的李秋会怎么也没有想
到，这个小小的举动改变了
她的人生。

见不得上学的孩子吃

苦

“这些留守孩子的家太
穷了。”李秋会说，6年前，她
在秋扒乡中心学校附近开

餐馆，每天傍晚都有许多幼
儿园和小学的孩子挤在餐
馆门口等着家长来接，“冬
天天黑了，家长还没来，孩
子冻得直发抖。”

后来，她才知道这些孩
子都是山里的留守儿童，因
为年龄小，不能在学校寄
宿，但父母都外出了，爷爷
奶奶又走不了山路，孩子们
为了上学赶路，经常是早上
天不黑就出门，晚上半夜才
到家。

这些孩子的遭遇深深
刺痛了李秋会的心。小时候
也住在山里的李秋会至今
还记得自己上学时的情景：
为了不迟到，鸡叫一遍就得
起床，有时候鸡叫早了，只
能在学校门口等，时间浪费
在路上，上课了却困得想睡
觉，“什么也没学到，四年级
就不上了”。

“见不得上学的孩子吃
苦”。也就是从那时起，李秋
会把自家在学校隔壁的房
子腾了出来，让给孩子和家
长免费歇脚。可后来，一些

家长急着外出打工，为了让
孩子免受奔波之苦，干脆带
了铺盖卷儿和火炉，让孩子
放学自己生火做饭，晚上就
在李秋会家的地上过夜。

李秋会看在眼里，疼在
心里。想了很久，她干脆把
自己的餐馆租出去，出钱把
房子改造一新，添置了新床
铺，当起了专职的“留守妈
妈”，亲自照顾起几十个孩
子的起居，而这一照顾就是
6年。

一年贴进好几万

一开始，李秋会只收留
秋扒乡中心学校的留守儿
童。可后来，一些父母无力
抚养或者非婚生被舍弃的
孩子也都找上门。

5岁的小陈博（化名）父
亲智障、爷爷残疾，母亲婚
前生下他后远嫁他乡；8岁
的陆瑞（化名）和5岁的陆轩
（化名）两姐弟母亲智障，父
亲常年在外打工……看着
一双双清澈却无助的眼睛，

心软的李秋会将他们都收
进家门。

孩子越来越多，李秋会
感觉时间越来越不够用。白
天忙着买菜做饭，还要往返
学校，“幼儿园的孩子尿裤
子了，要去送衣服；小学的
孩子在学校跟人打架了，还
要去给人家赔礼道歉。”到
了晚上，等孩子们都睡下，
李秋会才能腾出时间，洗洗
涮涮缝缝补补。而赶上孩子
头疼发烧，李秋会说：“一夜
都不能睡觉。”

除了时间，孩子们吃
饭、穿衣、购买学习用品，李
秋会也越来越感受到经济
压力，经常入不敷出。看到
有些孩子冬天光着脚，她从
垃圾堆里找袜子；孩子要买
拼音卡，她从药店捡来硬纸
盒自己做。做专职“留守妈
妈”前，李秋会连拼音也认不
全，现在已经滚瓜烂熟了。

以前，李秋会的餐馆全
乡最大，还有一排门面房，
现在光在粮油门市赊的米
面钱都有好几千元。餐馆和

门面房的租金不够用，李秋
会就拿爱人在外打工的钱
补贴，“一年贴进好几万
元”。

6年里，李秋会收留的
孩子像“小候鸟”一样，走了
又来、来了又走，超过100
个。苦苦支撑的她说：“我不
干了，有些孩子就得失学。”

志愿者接力“留守妈

妈”

走进李秋会为“小候
鸟”筑起的爱巢，宿舍（1）是
幼儿园孩子的宿舍，宿舍
（2）是小学生的宿舍。为了
给孩子们晚上盖被子，李秋
会抱着自己的孙子就住在
宿舍（1）和（2）之间的客厅。
宿舍（3）里是两个初中生，6
年前李秋会收留他们时，他
们还上小学。

李秋会的爱人一开始
很难理解她收留孩子的行
为。“时间长了，孩子们围着
他，一口一个爸爸地叫着，
他也接受了。”李秋会指着

客厅门楣上方的“关爱儿
童”四个大字说，“这就是喜
欢书法的爱人写的。”

2016年，看着一个人照
顾几十个孩子的李秋会实
在忙不过来，曾经当过代课
教师的同乡陈月莉就主动
白天过来帮忙做饭，晚上给
孩子们辅导功课。

李秋会的善举不仅影
响了身边的人，还感化着山
外的人。2014年，国家电网
栾川县供电公司的电工在
入户巡线时，得知了李秋会
的事。随后，“电力雷锋青年
志愿者”主动与李秋会对
接，除了捐衣捐物送文具，
每个月还定期上门与孩子
们开展“主题月活动”。

“我不求孩子们长大了
能记得我。”虽然日子过得
拮据和辛苦，但李秋会也很
满足。至今她还记得，有一
次放学就围着她的“小候鸟”
们看见她的袜子、裤子破了，
争先恐后地说：“妈妈，等我
长大了，给你买好多漂亮衣
服。” （据新华社报道）

四川省南充市红十字
中心血站的献血者档案
里，编号为“00020634”的
档案再也不会更新了。

这份档案的主人叫陈
科宇，因为胃癌，他的生命
被永远定格在42岁，在患
病前的15年里，陈科宇无
偿献血32次，累计献血量
1.6万毫升以上。

11月12日13时30分，
在距离陈科宇去世5个小
时后，两枚眼角膜被医生
从眼眶内成功摘取。

两位陌生人继续帮他

看世界

距离丈夫去世的日子
已经过去几天，但妻子蒙
娟仍未从悲痛中走出来。

11月12日8时26分，陈
科宇走完了42年的人生旅
程。遵照他生前的遗愿，南
充金彩虹公益协会联系到
四川省红十字会，完成陈
科宇的眼角膜捐赠事宜，
省红十字会立即通知爱迪
眼库工作人员前去帮忙完
成心愿。当日13时30分左
右，陈科宇双眼角膜摘取
手术顺利完成，这也是他
生前的最后一个愿望。

成都爱迪眼库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目前，陈科宇
捐献的两枚眼角膜，已经
成功帮助两名眼病患者重
见光明。

“现在他虽然走了，但
他的生命通过这种方式得
到延续，就让另外两个素
不相识的人帮助他继续看
这个世界吧。”蒙娟坐在沙
发上，抚摸着丈夫捐献眼
角膜的荣誉证书，捂住脸
哭出声来，陪在一旁的母
亲也跟着流泪。

“谢谢你，老公，你的
眼角膜已经被患者用了，
谢谢你的大爱。”蒙娟为丈
夫更新了一条朋友圈，尽
管，丈夫再也看不到这条
消息。

“在他最后一段日子
里，真的活得很痛苦，（捐
献眼角膜）这也是他最后
的心愿。”蒙娟心里明白，
对于丈夫而言，死亡，迟早
都会到来。

夫妻双双决定捐献器

官

2015年年底，身体一向
健康的陈科宇总感觉腹部
不适，并且日渐消瘦。2016

年2月，陈科宇被确诊为胃
癌，当时就住进医院，并很
快进行了胃全切手术。

蒙娟告诉记者，手术
之后，丈夫的身体恢复得
不错，几次复查也没有发
现癌细胞转移，体重也从
80多斤逐渐恢复到130多
斤。“一切都在朝好的方向
发展，我们都以为不会有
事了。”今年9月，蒙娟陪着
丈夫再次前往重庆复查，

却发现癌细胞有转移的迹
象，“医生发现他的多个脏
器出现了肿块，已经无法
进行手术切除”。

绝望，让蒙娟感到快
要窒息。

蒙娟说，从重庆回来
后，丈夫便一直在南充市
中心医院消化内科接受治
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段
时间，丈夫已经完全不能
进食，只能靠每天输营养

液，面孔逐渐消瘦。10月的
一天，躺在病床上的陈科
宇突然问妻子：“老婆子，
我们之前说的捐献器官的
决定，现在还算数不？”蒙
娟一下愣住了，她都差点
把这件事情忘掉了，她擦
掉眼泪：“当然算数啊，为
什么不算数。”捐献器官的
决定，是在陈科宇被确诊
胃癌并做了手术之后，夫
妻俩就商量决定好的，死
后都要捐献器官，继续帮
助他人。

10月10日，四川省红
十字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
的南充志愿者带着登记表
前往陈科宇的病房，陈科
宇和蒙娟分别在器官捐献
登记表上签下名字。蒙娟
和丈夫的想法很简单，“过
去，总觉得自己生活得很
幸福，直到有一天不幸降
临的时候，才真正感受到
了生命的无常，所以如果
在去世后还能帮助别人，
也是一件好事，就当是用
另外一种方式延续自己的
生命。”

继续丈夫热衷的事业

陈科宇生前是南充市

红十字中心血站采血一科
的科长，同时还是南充市
金彩虹公益协会志愿者，
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

从2000年开始，陈科
宇便坚持无偿献血，直至
患病。“如果他没有患病，
还会继续献血，他经常说
献血也是在帮助他人，还
经常动员身边的亲朋好友
去献血。”蒙娟说。

在南充市红十字中
心血站保存献血者档案
的电脑里，陈科宇的献血
档案纪录显示，他第一次
献血是2000年3月3日，最
后一次献血是2015年5月
12日，期间献全血次数13
次，献成分血19次。“他累
计献血量超过1.6万毫升，
南充全市献血量最多的
人也才2万多毫升。因为
献血量大，他多次获得全
国无偿献血奉献金银铜
奖。”陈科宇的同事冯承
忠说。

“他这一生，都在奉献
和付出。”在丈夫的带动
下，蒙娟如今也已经加入
了南充市金彩虹公益协
会，继续丈夫生前一直热
衷的公益事业。

（据《成都商报》）

陈科宇：献出血液 留下光明

陈科宇和蒙娟的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