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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办理低保 自掏6万元建房 带领好心人操持婚礼

“女儿”出嫁牵出“妈妈”感人事

“五一”这天，是台儿庄区张山子镇黄邱村女孩李潘结婚的大喜日子，她的家里
人来人往，非常热闹。但是除了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外，还来了不少陌生人，他们是
“李妈妈”——李文带来的娘家人，他们是帮助操持婚礼的热心人。通过这场婚礼，
一个感人的故事浮出水面。

2012年“三八”节，《新视听》总编
李文作为评委，参加了一次全市女民
警演讲比赛，通过时任台儿庄区张山
子派出所所长孙启艳的演讲，她了解
到了黄邱村女孩李潘的家庭情况。
1993 年出生的李潘是家中的长女，
12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患有精神病
的母亲生下妹妹后因无人照料走失
了，留下尚未成年的李潘带着 9岁的
脑瘫弟弟和襁褓中的妹妹，与 80 多
岁眼睛几乎失明的奶奶相依为命。
是大姑一家人把他们姊妹三人养大，
懂事的李潘初中没毕业就回家照料
奶奶和弟弟……

孙启艳的演讲使得李文热泪盈

眶，演讲结束后，她请孙所长抽时间
带她去黄邱村李潘家中看看。当李
文和报社的同事一起来到李潘的家
里时，映入眼帘的是家徒四壁和满院
子的破烂不堪。并且让他们想不到
的是，李潘家住的青石瓦房从外表上
看起来还不错，可进屋一看，屋顶上
有很多窟窿，墙皮脱落，墙体倾斜。
李潘眼睛不好的奶奶拉着李文的手
絮絮叨叨地诉说，那个脑瘫的弟弟呜
呜啊啊地不停地摇晃着身子，这一切
都让李文不禁心酸。当李文得知他
们的家庭生活情况时，她更加地不能
想象，李潘全家四口人，每个季度仅
有500多元的低保收入。

李潘一家的不幸使李文很是震
惊，她决定尽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这个
不幸的家庭。回到市中区以后，李文
先后到民政和残联等部门分别了解
了相关的政策和规定，并和孙启艳分
头行动，为李潘一家办理各种手续。
几经努力，她们为李潘不满 18 岁的
弟弟、妹妹分别办理了孤儿证，每月
可享受 600 元的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补助。同时还为她的弟弟办理了残
疾证，增加了残疾补助，全家的低保
收入也得到了提高。李潘一家的生
活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李文一下子
了却了一个大心事，但从此后对他们
一家的牵挂却日渐增长。

不幸的家庭成为牵挂

当年 6月份的一天，天空阴云密
布，大雨将至。时刻关心着李潘一家
的李文，此时心一下子揪了起来，她
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个能看得见天空
的屋顶，她担心李潘一家如何渡过这
个雨季。李文马上找到广告公司的
朋友，要了一块大的喷绘布，冒雨带
着女儿，驱车沿着尚不熟悉的道路向
张山子镇黄邱村驶去。当她们赶到
村里时雨已经停了，李潘的家里盆盆
罐罐摆在屋里，甚至放在床上，里面
接满了雨水。外面的雨停了，可屋里
的雨还在滴。李文的心再一次感到
如针扎般的疼痛，她决心要抓紧时间
给李潘家修缮房子。

第二天一上班，李文就来到了市
民政局福彩中心，找到负责人张宝玲
主任说明情况，希望能得到帮助。张

主任赶紧安排工作人员核实情况，简
化程序，特事特办，提前把钱支出来，
带着申请表送到家里让李潘签字，把
8000元钱递到了李潘的手里，同时还
捎去了自己的一千元爱心款；市、区
残联的补助款也及时到位。经过李
文的努力，市区各级领导及爱心人士
也来看望和资助李潘一家，并筹集到
了 34000元，这些钱已经足够修缮屋
顶。但后来李文和孙启艳请村支书
帮忙找来当地的建筑队，准备修缮房
屋时，建筑队负责人查看后说，目前
的房子墙体倾斜，地基也有问题，已
无法修缮，只有推倒重盖。

绝对不能再让他们住在这样的
危房里主意已定的李文决定为李潘
家重盖房子，筹集来的房款不够，差
多少钱她自己出。李文找到房地产

开发公司的朋友帮忙，这位朋友十分
热心，亲自带人查看现场，设计图纸，
并派搞基建的科长监督施工。没多
久，四间主房和两间配房完工了，方
方正正的院墙也拉了起来。建房一
共花去了 101600 元，李文从自己的
积蓄中拿出 67000多元钱，把工程款
全部付清。盖好的新房子在全村也
是数的着的，很多村民都对李文的做
法既感到不解，又充满了崇敬，纷纷
感慨李潘一家遇到了“贵人”。搬进
新家的李潘重新燃起了生活的热情
和希望，一次李文又去看望他们一
家，李潘一个头磕下去，从此结下了
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没有血缘超越血
缘的母女情缘。

“李妈妈”筹资建房

在李文的帮助下，李潘一家过上
了稳定的生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转
眼间李潘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李潘和本村青年小马两情相悦，但小
马家的情况也不是太好，一直没有盖
起新的婚房。而李潘的要求更是特
别，就是要带着年迈的奶奶和残疾的
弟弟出嫁。其实，这也是李文一定要
给李潘盖房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如今，两家都不再为新房发愁，
一对相爱的年轻人终于可以走到一
起了！经过李文和两家人的商议，将
李潘和小马的婚期定在了今年的“五
一”节这天。因为同在一个村子，为

了处理好两家的关系，也为了方便于
照顾奶奶和弟弟，他们决定新事新
办，就在李潘盖的新房结婚。

因为家庭不富裕，懂事的李潘没
拍婚纱照。李文带这对新人来枣庄
买婚礼服装的时候，打电话给拍客团
的朋友，请他们为新人拍照留念。他
们被这特殊的情况感动，特地联系了
一家影楼，但懂事的李潘觉得李妈妈
给予她的已经很多，她不再奢求什
么，婉拒了。几位摄影师得知了此
事，他们既感动于李文的义举，又赞
叹李潘的懂事。于是推掉手头的工
作，主动专程来到李潘的家里，特意
在村头、田野、水库等，李潘、小马劳
作过的地方，为他们拍下了一组特殊
的婚纱照。两人结婚的头天晚上，李
文专门联系了枣庄市电影公司，在村
里放了一场电影，以此答谢全村人对
李潘和小马的关照。

李潘和小马结婚当天，许多好心

人闻讯后都跟着李文来了。化妆师、
摄影师、知名主持人、孔子学堂的师
生们等等，这些许许多多李潘并不认
识的好心人，都来给这个没有多少亲
戚的姑娘捧场，做她的娘家人，为他
们的婚礼添彩。鞭炮响起，一对新人
伴随身着汉服的孔子学堂小学童清
脆的《关雎》的吟诵，缓缓走来。当新
娘李潘哽咽着回首往事，感慨自己家
庭的巨变，情真意切地感恩孙启艳阿
姨、李文妈妈和众多的好心人时，在
场所有的人都感动地陪她流下了眼
泪。李文和李潘再次紧紧相拥，李潘
向“妈妈”诉说着感激和喜悦，李文向

“女儿”表达新婚的祝福，掌声和喜庆
的鞭炮声经久不息。

在黄邱山套偏远的农家小院里，
李潘的这场特殊的婚礼，让人们看到
了人间的大爱和人性的善良。

(记者 孔浩 通讯员 孙晋之
文/图)

好心人操持婚事

晚报讯（记者 王萍）
一万元人民币对许多人来
说是个不小的数字，可面
对银行卡上突然多出的一
万元，山亭区冯卯镇辘轳
学校校长马文没有动心，
而是把钱还给了对方。

据了解，4月28号是
马文在滕州阳光国际书香
苑购房上房的日子，马文
到小区财务科交纳物业管
理费及储藏室费，共计五
万一千多元。回到家中，
马文查到自己的银行卡上
多出了一万元，原来是财
务科工作人员一时疏忽大
意少收了他一万元钱。

“一万元是个不小的数
字，是普通教师三个多月

的工资啊，这个钱咱不能
留着。”马文说，当时他
立刻返回滕州，主动把一
万元钱交回了小区财务
科。

这事赢得了当时在场
工作人员的高度赞扬，

“像马文这样的好人真的
很少了，很多人如果卡上
多出了一万元，高兴还来
不及呢，哪有送回的！”
其实在马文身上，这样的
事还不止一次，今年春节
前马文在上班的路上捡到
了一部未拆封的苹果手
机，由于未找到失主，当
时他主动交给了冯卯镇派
出所，当失主来认领时，
感动得热泪盈眶。

卡上多了一万元
小学校长主动还

晚报讯 （记者 岳娜
实习生 杨红） 5月 4 日，
台儿庄区泥沟镇南黄庄村
的霍崇涛来到村民刘怀章
家中，给老人送来养老
补助，已经 80 多岁的刘
怀章的老伴一脸笑容地握
着霍崇涛的手，激动地不
知说什么好。刘怀章和老
伴之前从没领过养老补
助，霍崇涛听说后拿着老
人的身份证、户口本、照
片到镇劳动保障所去办
理，这只是霍崇涛做好事
的一个缩影，为小学生送
炭取暖，替困难家庭办粮
补，为老人跑低保……，
用他自己的话说“帮助别
人我很开心”。

今年 39 岁的霍崇涛
是家里的顶梁柱，63 岁
的父亲霍振全由于患有糖
尿病、肺结核等多种疾
病，更因糖尿病并发症导
致两眼失明，20 多年来
一直卧病在床，需要有人
时刻在身边照顾。母亲患
有高血压、冠心病等，也
是药不离口。妻子代玉艳
也是二级残疾，两眼看不
清，家庭的重担就落在了
霍崇涛一人身上。

由于父母每天都要打
针吃药，家庭生活拮据。
父亲平均每年住院 4 次，
每天饭前还要打胰岛素维
持身体血糖平衡，霍崇涛
一个人忙得团团转。他的
儿子在上小学，所幸上二
年级的他很懂事，能在家
里帮助爸爸做些力所能及
的事情。虽然霍崇涛文化
水平不是很高，但他对孩
子读书抓得紧，从不让孩
子跟着他下地干活，自己
家里有五亩地，再加上父
母的五亩全靠他一人耕

种，一到农忙时会有亲戚
朋友来搭把手，几乎所有
生活重担全压在他一人身
上，可尽管身上背负这么
重的压力，霍崇涛却表现
得很乐观。

记者在对村民的走访
中了解到，像帮助老人办
养老保险、为困难家庭主
动办低保这样的事情霍崇
涛做了很多，还有一位叫
朱元彩的老大娘今年 74
岁了，去年四月份患上

“神经观脑症”，经常头晕
头痛，霍崇涛也是在第一
时间来到老人家里，搜集
了证件后还带着老人到医
院开了证明，回来后写了
申请终于为老人办理了低
保。

在寒冷的冬天里，为
了让村里 200多名师生不
再受冻，他自掏腰包为小
学捐煤一吨，送去了冬日
的温暖。该村村长孙守国
提起霍崇涛来更是赞不绝
口，“我们村里的许多事
务都是他在跑，大家都愿
意把事交给他办，现在谁
家连办个红白喜事也都会
邀请他，他都会热心地帮
忙张罗，还有一次村里的
路坏了，他组织了几个村
民拿着铁锹上阵，一个下
午就把路整的差不多，他
在空闲时间跟着村里一个
装修工学了点手艺，所以
好像就没他不会干的活。”

“我为村民做的那些
小事也不算啥，举手之劳
能给别人带来帮助我也很
开心，谁家还没个困难
啊，你帮我一把我扶你一
下，日子不就好过多了，
人心换人心嘛！”在采访
的最后 ， 霍崇涛如是
说。

村民生活拮据
依然捐资助人

““李妈妈李妈妈””为新人送上祝福为新人送上祝福


