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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佳：173名孩子的“爸爸”
春节期间，新疆边陲

小城特克斯，沈建佳的家
很是热闹，前来拜年的哈
萨克族、维吾尔族、柯尔克
孜族、汉族客人络绎不绝。

年过花甲的沈建佳，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
哈萨克自治州特克斯县一
名普普通通的退休干部，
住在县城南边一处不起眼
的平房小院里。对于很多
人来说，叩开沈家大门就
算是回家了，因为沈建佳
是他们最亲密的“阿塔”
（哈萨克语，意为“爸爸”）。

担当：苦孩子同一个“爸

爸”

“阿塔，您还好吗？”22
岁的哈萨克族小伙儿别克
阿力仔细端详着沈建佳。
沈爸爸身板仍然结实，但
多了些白发。

沈建佳开心地点着
头，一把挽住别克阿力，穿

过院内狭窄的走廊，步入
一幢内室宽敞的新屋。

“这房子是你6个弟弟
的卧室，政府去年给新建
的。”沈建佳指着正享受寒
假的“儿子们”，向别克阿
力一一介绍，“他叫阿衣布
尔，17岁；这是巴格兰，今年
16岁……他们有的来自贫
困家庭，有的是单亲家庭，
和你一样都是苦孩子……”

2007年，由于家里兄
妹多、耕地少，不堪重负的
父母要求正上小学五年级
的别克阿力中断学业。

“沈爸爸知道后把我
接回家，管我吃住，供我读
书。”别克阿力现在已成为
一名出租车司机，还在县
城组建了自己的小家，“是
沈爸爸给了我现在的一
切”。

沈建佳曾是军人，后
转业到特克斯县林业局工
作。从1986年开始，他陆续
接收一些贫困家庭的农牧

区孩子到自家住下，短则
二三年，长则七八年，直到
他们完成学业、走向社会。

32年来，他先后帮助
173名哈萨克族、柯尔克孜
族、维吾尔族、蒙古族、回
族、汉族等民族濒临辍学
的孩子走进课堂，其中不
少人考上了大学。

其中的艰辛付出可想
而知。年轻时，沈建佳多次
相亲失败，原因大多是女
方嫌他家“人口”太多，负
担太重。而今，退休了，他
月工资超过5300元，在当
地算是不错了，可几乎没
有存款。

沈建佳从不后悔：“不
读书，苦孩子就会一直苦
下去，我吃些苦不算啥。”

行动：让孩子学会感恩

1958年，两岁的沈建
佳随家人迁至特克斯县一
个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生

活。由于家境贫寒，他吃着
维吾尔族、蒙古族、哈萨克
族邻居的百家饭长大。

1979年，23岁的沈建
佳参军。他在人民军队努
力学习，刻苦训练，多次立
功受奖，入伍第一年便加
入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个新疆人，我
永远感激养育我的各族乡
亲。作为一名中共党员，我
要永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他说，一定要让孩子
们学会感恩。

虽然熟稔哈萨克语、蒙
古语等，但和许多父亲一
样，沈建佳不擅表达。思来
想去，沈建佳觉得，行动才
是最好的示范。这些年，他
坚持筹措资金为偏远农牧
区的孩子赠送文具、书本等
学习用品，几乎每次他都带
上家里的孩子一起去。

沈家现在的6个孩子
都亲身感受过这一课。最
大的孩子地力木拉提已18

岁，上初中时，他便把沈爸
爸给他的交通费余额攒下
来，替贫困同学买车票。

年纪最小的阿尔曼12
岁，每回买文具都会多买
几份，班里同学需要了，便
给出去。去年春节，阿尔曼
见沈爸爸脚上的皮鞋破洞
了，把200元压岁钱拿了出
来：“爸爸，您别老给我们
花钱，快换一双新鞋吧！”

“我这样做，不求他们
回报我，只希望他们能回
报社会，为其他有困难的
人提供帮助。”沈建佳说。

榜样：聚合爱的力量

这些年来，沈建佳最
怕的是孩子生病。“胳臂摔
骨折，疝气手术，一进医院
就发愁……”时常捉襟见
肘的他，很多时候只有通
过信用卡来“腾挪”“补
洞”。

有人劝他，通过自己

的号召力，发动更多人一
起干。沈建佳通过微信、
QQ等动员家人、战友、同
事加入爱心事业。2013年
以来，他组建的博爱志愿
者、退伍老兵志愿者等志
愿队总人数已发展到140
多人。

特克斯县志愿者张世
莉说，这些年，志愿队助力
学生高考、慰问一线民警、
关爱留守儿童、关注两癌
妇女等，帮助了更多的人。

沈建佳的战友赵海虎
4年前成了爱心志愿队的
活跃分子。他说：“物质上，
战友中比老沈强的人很
多。精神上，老沈一直是我
们的榜样！”

当年的苦孩子别克阿
力现在也是志愿队一员。
他每月向1名13岁的汉族
孤儿汇去150元生活费，一
直坚持了3年。他表示：“我
要努力做爸爸那样的人。”

（据新华社报道）

虎跑泉、龙井泉、径山
泉、白沙泉……杭州许多泉
池历史悠久，传承着故事与
文化。

在杭州半山一带，拥有
最多“粉丝”的，是虎山公园
的无名山泉，终日泉水汩汩
而出，每天都有群众过来打
水。

钟鸿亮住在田园社
区，退休前干了几十年的
小学教师。也正是有了他，
才有了如今这口大伙喜爱
的无名山泉———17年前，
钟老师自掏腰包造了第一
个泉眼。

而最近，钟老师的一份
“离别留言”贴在了泉水口，
引发了网友们的热传。

泉水口边上写下“离别

留言”

在杭州本地论坛上，网
友贴出老人写下的“离别留
言”，部分内容如下（略有改
动）：

各位接水者，蓄水池经

常有人下去乱搞，上次停水

两个月是因为有人把套在

管子口上的滤网拔掉，竹叶

等杂物吸入后所以堵了。后

来6个人找了两天最后只能

把管子改道重新埋过。

排队的人多了，有人直

接下水池用壶灌水。这次为

了使水源清洁，水池四周用

红砖砌成了一间小屋，上面

用彩钢瓦盖住，树叶、竹叶

不会下去，再用铁门关上，

上锁，这样不会有人进去做

“好事”了。

这次用去红砖800多

块、水泥5包、黄沙18袋、铁

门2扇等其他材料和费用

（因是上坡，没人肯运，叫来

拉货车，光是运费300元）。

砌两个水池的小屋用去

1800元（人工40多次，全是

看到通知后自发来的爱心

者）。

17年来，这是最后带病

（心脏病引起胸腔积水、气

急……）组织大家疏通水

管。水池盖好小房子，从此

就无牵无挂了。我就可以安

心到临平住院，回到儿女身

边，半山这里不住了。

……

再次向爱心的捐款者

和出力者表示深深感谢！

83岁老人：钟鸿亮

离别留言 2018.1.15

从留言内容可以看出，
钟老师病了。

老人自费建水眼方便

居民

钟老师是余杭人，退休
后住在原牛奶厂职工公寓
的田园社区一带。

多年以前，这个泉水眼
边的山涧，是附近居民、特
别是老人们爱去的一个取
水点。但那时取水，都是踩
水下去，拿着瓢来舀。不方
便，也不卫生，对老人来说，
更是伴随着风险。

于是在2001年，他自掏
腰包，花了3000多元，在山
顶找了一处水源，用石块砌
坝、砌水池，并用沙石过滤，
用水管引到山脚。

无名山泉第一个水眼
刚建好，来取水的居民们都
喜欢上了。听说是钟老师主
动掏的钱，大家你五十、我
一百地凑钱要求分担。

而后历经公园改建，无
名山泉一度废弃，之后钟老
师又再度自费重建。到2015
年，钟老师和居民们“众筹”
了资金，在靠近山顶位置找
了第二处水源，打造了第二
个水眼。

如今，山脚的无名山泉
已经有了3个水眼。

27日中午，记者来到虎
山公园，看到仍有不少人拎
着水桶来取水。不过，山泉
口原本贴着的“离别留言”
已经不见了。

一位游人问，这水能喝
吗？取水的沈老伯连说：“这
泉水口感可是最好不过了，
而且疾控中心前年也检验
过的，说是二类水。”

山泉是老人放心不下

的“孩子”

随着取水者越来越多，
山泉成了老人越来越放心
不下的“孩子”。隔个三五
天，钟老师就会上山一趟，
看看水源有没有被污染、滤
水口有没有被落叶堵住。但
钟老师的身体，却是越来越
支撑不起这样的例行巡查
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出现了

“离别留言”的原因。
“病倒是不重，但经常

要住院，一住院我就放心不
下。”2月27日傍晚，记者联
系上了83岁的钟老师。他正
在临平医院休养。

“留言已经拿下了。”钟
老师说，主要是前段时间泉
水停了，挂上去让大家安
心，也告诉大家可以来取水
了。挂了一个月。

钟老师先给记者说了
小房子的事情。

去年底他在半山的杭
钢医院住院，有人直接到水
源那儿取水，把管子上的滤
网都给拔掉了，导致水管很
快被落叶堵塞。

“听说此事后，我决定

疏通管道之后，再给水源盖
个小房子比较稳妥。”

社区帮忙要来了不少
红砖和水泥，去年12月17日，
钟老师穿着一身病号服瞒着
医生走出医院，亲自动手，给
第一个水源盖起了砖瓦房。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1月
13日，钟老师多次“逃”出医
院回山巡查，在大家的帮助
下，终于给两个取水点砌上
了小房子，更换并埋了水管。

朋友圈接班守护泉水

等到工程结束，这群因
来帮忙而结识的志愿者们
有了一个主意。

他们对钟老师说，以后
你就放心休息吧，泉水，我
们替你看着。

这十几位年纪五六十
岁的热心人，特意建起一个
微信群，有啥情况群里一
发，不会用微信的，群里的
人就电话通知。

“我们都是住在附近
的，很方便的。”张大伯说，
这无名山泉，钟老师操心到
现在已经很完善了，他们这
群因钟老师新认识的“朋
友圈”，能够帮点小忙，让
钟老师在临平也好放心。

“他们都很热心，很愿
意帮忙，托付给他们，我也
放心了。”钟老师在电话里
笑了。 （据《钱江晚报》）

守护山泉17年 八旬老人多次“逃”出医院回山巡查

亲
自
动
手
的
钟
老
师，，

工
装
外
套
里
头
还
穿
着
病
号
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